
近日，广东深圳等地推出“信

用就医”模式。居民在就医过程

中产生的医疗费用，均由医院信

息系统自动发起“无感支付”，医

保报销部分实时结算，个人自付

部分由就医信用额度垫付，患者

在挂号、检查、取药等环节无需进

行任何付费操作，免去了反复排

队缴费之苦。

从日间手术到夜间门诊，从

护 士 上 门 到 送 药 到 家 ，从“ 指 尖

挂号”到“云端影像”……一项项

改善医疗服务新举措，让患者体

验 到 服 务 升 级 带 来 的 便 捷 和 舒

心。当前，人民群众对健康有了

更 高 需 求 ，不 仅 要 看 上 病 、看 得

好 病 ，还 要 看 病 更 舒 心 、服 务 更

体 贴 。 为 了 进 一 步 解 决 人 民 群

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国

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力争用 3 年的

时间，将“以病人为中心”贯穿于

医疗服务各环节，整体提升医疗

服 务 的 舒 适 化 、智 慧 化 、数 字 化

水 平 ，推 动 形 成 流 程 更 科 学 、模

式 更 连 续 、服 务 更 高 效 、环 境 更

舒适、态度更体贴的中国式现代

化 医 疗 服 务 模 式 。 各 级 医 疗 机

构 应 充 分 运 用 新 手 段 、新 技 术 、

新模式，打通人民群众看病就医

的堵点淤点难点，让医院高质量

发 展 的 改 革 成 果 更 多 更 公 平 地

惠及全体人民。

要创新理念、服务向前，提升

患者诊前体验。例如，完善预约

诊疗制度，运用人工智能等手段

提升预约诊疗精准度。提供多种

途径、多种有效证件的预约，落实

分时段预约，推行检查检验集中

预约等多种预约模式。结合专业

特点合理安排号源量，为医患沟

通预留充足时间。推广诊间、跨

科、复诊、诊疗团队内、医联体内

等多种预约模式，二、三级医院向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开 放 一 定 比 例 号

源，发挥家庭医生在预约转诊、预

约检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

服务连续性。探索建立预就诊模

式，对于诊断明确且因相同疾病

就诊的复诊患者，可通过互联网

诊疗平台、互联网医院或预约诊

疗平台，预约复诊所需的检查检

验，并根据检查检验出结果时间

匹配复诊号源。

要简化流程、创新模式，提升

患者门诊体验。例如，进一步优

化门诊流程设计，缩短患者在门诊的滞留时间。压缩门诊取

号、缴费、打印报告等环节，缩短患者在门诊的等候时间。加

强引导，简化需要多次门诊诊疗、护理的流程，减少无序流

动。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探索推行

“先诊疗后付费”“一次就诊一次付费”。建立门诊“一站式”服

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导诊、咨询、检查检验预约、投诉建议受

理、便民设备租借等服务，帮助患者熟悉就医流程。完善多学

科诊疗制度，扩展多学科诊疗覆盖的专科和病种，提供“患者

不动医师动”的多学科诊疗服务。开设麻醉、疼痛、健康管理

等新型门诊，提供更加丰富的门诊诊疗服务。

要服务连续、医防协同，提升患者诊后体验。例如，依

托医联体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以网格化布局的城市医疗

集团、县域医共体为载体，优化医疗服务流程，畅通双向转

诊渠道，下沉专家、门诊号源和住院床位资源，为网格内居

民提供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推动医联体内诊疗信息共

享，探索建立智慧医联体。建立患者随访档案和随访计划，

建设基于患者服务为核心的多途径智能随访平台，为患者

提供更加科学便捷专业的院外康复和延续性治疗，并通过

数据分析及时发现潜在问题，提供就诊绿色通道，为患者诊

后提供更好保障。

医学是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精湛的医疗技术和温暖

的人文关怀都是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医疗服

务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希望各级医疗机构以患者需求为导向，以切

实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目标，优化医疗服务，提升患

者体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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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影灯R

竹笋自古被视为菜中珍品，故有“山珍”之称。竹笋品类

繁多，市场销售的有毛笋、冬笋、青笋等，其中毛笋多出于浙

江、福建山区，青笋多出于云贵山区。竹笋味甘而寒，入胃、大

肠经。《本草求原》记载：“清热除痰，同肉多煮，益阴血。”《随息

居饮食谱》记载：“甘凉，舒郁，降浊升清，开膈消痰。”竹笋具有

降浊升清的功效，其实就是促进人体自然排便。

竹笋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含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包括不溶性纤维和可溶性纤维，这些纤维对促进肠道健康

和顺畅排便起着重要作用。其机理在于不溶性纤维增加了粪

便的体积，促进肠道蠕动，使粪便更容易通过肠道。而可溶性

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增加肠道内的水分含量，使粪便更柔软，

易于排出体外。此外，竹笋中的天然生物活性物质能够刺激

肠道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和排泄。

竹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饱受便秘之苦的患者，可

以尝试食用竹笋，或与肉炒或炖汤，连用数日可以有效地促进

肠道蠕动，从而形成较好的排便规律。但由于其性偏凉，阳虚

的便秘者要慎用，不可一次食用太多。

吃竹笋降浊升清
刘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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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尿酸水平高

就是痛风。其实，高尿酸血症

不等于痛风。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同种

疾病的不同阶段。高尿酸血症

主要是指在正常饮食条件下，

不在同一天测两次尿酸均大于 420 微摩尔/
升。由于尿酸水平长期高于正常值，尿酸盐

结晶沉积在人体的关节处，刺激关节形成无

菌性关节炎，则为痛风。

痛风的主要表现是关节处有红、肿、热、

痛症状。尿酸盐结晶不只在关节沉积，还会

沉积在耳廓、皮下、肾脏、泌尿系统等处，引起

“痛风石”、高尿酸血症肾病、尿酸性肾结石等

问题。

尿酸水平高一定会引发痛风吗？未必。

有 些 人 长 期 尿 酸 水 平 高 ，但 并 没 有 痛 风 发

作。而有些人痛风发作时，尿酸水平仍然在

正常范围内。

一 般 来 说 ，痛 风 发 作 是 有 诱 因 的 。 比

如，高尿酸血症患者在酗酒或暴饮暴食后，

或者在受凉后，就容易痛风发作。关节损伤

或尿酸水平突然降低，也可能诱发痛风。从

症状上看，痛风的关节疼痛常从大脚趾关节

开始出现，以夜间疼痛多见，疼痛剧烈，难以

忍受。

有研究表明，新鲜豆制品不会明显升高

尿酸水平，痛风患者可以酌情少量摄入。

一般来说，高嘌呤动物性食品包括部分

水产品（基围虾、扇贝、河蟹、黄花鱼、草鱼、沙

丁鱼、凤尾鱼）及动物内脏。中高嘌呤动物性

食品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

中高嘌呤植物性食品包括海带、海苔、紫

菜、蘑菇干（香菇干、榛蘑干、猴头菇干）、豆类

（黄豆、绿豆、腐竹、豆腐干），以及部分新鲜蔬

菜如芹菜、菠菜、西蓝花等。高嘌呤动物性食

品中的动物内脏，熬煮浓汤和火锅等烹饪方

法会明显升高尿酸，痛风患者应避免选择，但

可适量摄入红肉。

痛风患者要远离酒精。这是因为酒精

既 增 加 尿 酸 产 生 又 减 少 尿 酸 排 泄 ，进 而 能

够 明 显 升 高 血 尿 酸 水 平 ，诱 发 痛 风 发 作 。

其 具 体 机 制 是 酒 精 代 谢 会 消 耗 三 磷 酸 腺

苷，产生单磷酸腺苷，而后者是尿酸生成的

底物，会升高尿酸。同时，酒精可通过尿酸

转 运 体 交 换 尿 酸 ，促 进 肾 小 管 对 尿 酸 的 重

吸收，减少尿酸排泄。酒精摄入越多，痛风

发作风险越大。啤酒和烈酒均可增加痛风

发作。

各 种 酒 类 其 实 都 属 于 高 嘌 呤 食 物 ，尤

其 是 啤 酒 。 啤 酒 是 一 种 发 酵 的 饮 品 ，其 嘌

呤 含 量 非 常 高 ，即 使 是

经 低 温 蒸 馏 蒸 发 酒 精 后

的 啤 酒 ，仍 可 升 高 血 尿

酸 水 平 。 白 酒 、红 酒 的

嘌 呤 含 量 次 之 。 总 的 来

说 ，痛 风 患 者 应 严 格

戒酒。

痛 风 急 性 发 作 期 治

疗 的 主 要 原 则 是 快 速 控

制 关 节 炎 症 和 疼 痛 。 急

性期应卧床休息，抬高患肢，最好在发作 24
小 时 内 开 始 用 药 。 因 尿 酸 波 动（尤 其 是 超

过 100 微 摩 尔/升 的 大 幅 度 波 动）可 导 致 痛

风 急 性 发 作 ，大 多 数 痛 风 治 疗 指 南 均 不 建

议在痛风急性发作期开始时使用降尿酸药

物 ，应 在 抗 炎 、镇 痛 治 疗 两 周 后 再 酌 情

使用。

降尿酸治疗期间，因人体组织内尿酸结

晶减少、血尿酸水平下降，容易导致关节内

尿酸水平失衡，甚至出现痛风石溶解情况，

使关节内炎症反应加剧，导致反复出现痛风

急性发作症状。因此，在正规的降尿酸治疗

期间，医生会进行痛风发作的预防性处置。

（作者为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主任

医师）

尿酸变化和痛风有何联系
黄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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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

医 药 管 理 局 联 合 印 发《改 善 就 医 感 受 提 升

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 年）》，

要求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

愁盼问题，改善全过程的就医感受，提升患

者 体 验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享 有 公 立 医 院 高 质

量发展成果。

在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

动中，各级医疗机构将“以病人为中心”的理

念贯穿于医疗服务各环节，整体提升医疗服

务的舒适化、智慧化、数字化水平，进一步增

强 人 民 群 众 就 医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近日，记者在山东、安徽、甘肃等地进行

了采访。

门诊——
简 化 流 程 ，创 新 模

式，让患者“少跑腿”

“别看这‘家伙’个头小，能帮忙的事还真

不少！”坐在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大厅的

长椅上，等待取药的刘卫忍不住夸赞来回穿

梭的导诊机器人。半个多小时前，他因肚子

疼痛来到医院，导诊机器人准确地“解答”了

他的不少疑问。

“导诊机器人不仅可以指导患者就医、引

导分诊，还可以帮助查询科室楼层分布、专家

坐诊时间等。”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副

主任赵钰介绍，依托智慧医院建设，医院门诊

增设了自助一体机、电子分诊呼叫系统等，营

造舒适便捷的就医环境。各诊疗区域都设有

清晰简洁的导向指示标识，还有导诊人员为

患者答疑解惑。

优化门诊流程设计，优化就诊环境，让

患者“少跑腿”，是提升人民群众就医感受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各级医疗机构在推进智

慧 医 院 建 设 的 同 时 ，充 分 考 虑 患 者 实 际 需

求 ，不 断 落 实 方 便 患 者 就 医 的 各 项 服 务

举措。

近年来，不少医院在门诊大厅设置了“一

站式”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导诊、咨询、检查

检验预约、投诉建议受理、便民设备租借等服

务，帮助患者熟悉就医流程。“‘一站式服务

台’提供检查检验报告打印及各项咨询服务，

出入院办理、病历复印、医保咨询、药学服务

等多个窗口也都设在门诊大厅，大大节省了

患者和家属时间。”赵钰说，医院通过加强引

导、陪伴、沟通、分诊等功能，让服务岗位前

移、服务窗口延伸。

原 本 要 跑 多 个 科 室 才 能 解 决 的 疑 难

病 症 ，如 今 在 门 诊 就 能 实 现“ 一 站 式 ”诊

治 ，这 得 益 于“患 者 不 动 医 师 动 ”的 多 学 科

诊 疗 服 务 。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针 对 疑 难 病 症 在 门 诊 成 立 了 多 学 科

会 诊 中 心 ，由 相 关 学 科 专 家 组 成 多 学 科 诊

疗 团 队 ，对 患 者 病 情 、治 疗 效 果 进 行 全 面

评 估 ，整 合 各 方 诊 疗 建 议 ，为 患 者 制 定 诊

疗方案。

“面对复杂病例，多学科专家会诊效率

更高，也能避免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奔波。

不仅缩短了诊疗时间，还能改善患者就医体

验。”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门

诊部主任鲍萍说。目前，该院已开设胆道疾

病、消化道肿瘤、呼吸罕见病等 54 个多学科

联合门诊，常态化开展联合诊疗，年均诊治

疑难病例 1600 多例。

住院——
自 助 入 院 ，床 旁 结

算，加强综合服务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张先生由于身体不

适，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就诊。“以前我

住过院，自己忍着疼痛办手续，拎着大包小包

去排号，过程太繁琐，有时还得在几个窗口间

来回跑，一趟流程下来，身体真吃不消。现

在，办理住院太方便了。”张先生说。

“医院以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实现‘一站

式、智能式’服务理念升级，让数据‘多跑路’，

让患者更省心。”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服务管理

部主任单信芝轻触手机屏幕，“看，患者和家

属坐在家中，用小程序就能完成缴纳押金、预

订病号服等入院程序。目前，全院自助入院

率达 60%左右。”

张 先 生 开 具 住 院 证 后 ，接 到 了 入 院 准

备 中 心 的 电 话 。“ 他 们 考 虑 周 全 ，讲 得 仔

细 ，主 动 告 诉 我 来 医 院 怎 么 走 、住 院 要 带

哪 些 物 品 ……”张 先 生 说 ，“ 住 院 期 间 ，医

院 还 根 据 医 嘱 为 我 量 身 定 制 饮 食 。 食 物

都 经 过 营 养 评 估 ，味 道 不 错 ，符 合 我 的 健

康需求。”

单信芝说，为了让患者和家属了解住院

流程，护理团队编写了指导手册。医院还根

据患者的诊疗过程，通过电子信息系统，将

术 前 准 备 及 注 意 事 项 等 提 醒 及 时 推 送 给

患者。

“过去出院手续多、结算难。例如，患者

出院时需要先到住院处办手续，完成医保费

用审核后缴费，排队缴费用时较长。如今，我

们开展了‘一站式床旁结算’服务，将出院结

算由窗口转至病房办理，患者不出病房即可

完成出院结算，医院配套提供财务票据打印

邮寄服务，目前全院床旁结算率超过 81%。”

单信芝说。

当天手术、当天出院，随着日间手术理念

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受益。据了

解，目前近 60%的三级公立医院、36%的二级

公立医院开展了日间手术，其中国家一级推

荐 目 录 超 过 700 项 ，有 效 缓 解 了 手 术 难 问

题。“住院时间短、效率高、花费少，日间诊疗

模式非常人性化，不仅缩短了住院时间，还减

轻了家属陪伴的负担。”在甘肃省第二人民医

院 日 间 诊 疗 中 心 做 完 手 术 的 赵 女 士 告 诉

记者。

“相比传统住院手术，日间手术因时间

短、效率高等特点受到患者欢迎，但也对医院

管理流程提出了更高要求。”甘肃省第二人民

医院日间诊疗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进

一步明确各病种及术式适应症、禁忌症，优化

患者就诊流程，规范出院后康复指导等，日间

手 术 有 效 节 约 了 医 疗 资 源 ，提 高 了 床 位 周

转率。

出院——
专 病 随 访 ，连 续 服

务，突出全程管理

从院前到院后，从术前到术后，为患者提

供综合、连续性的优质医疗服务，是改善医疗

服务质量、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的题中之义。

在安徽省肝胆外科联盟肝癌临床生物数

据库中，诊疗细节一目了然。“根据术后时间，

系统会自动推送，提醒患者进行采血、拍 CT
等相关检查。”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生介绍，以前肝癌患

者的随访多由医生操作，根据患者留在医院

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提醒对方复查，“全凭人

工，难免疏漏，患者自己也容易忘。”

2020 年，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牵头搭建安徽省肝胆外科联盟肝癌临

床生物数据库，通过平台智能提醒，何时检

查、复查什么、注意事项全都清楚。截至目

前，该数据库已在安徽省 38 家医院设立分中

心。依托数据库，医生能对肝癌患者进行跟

踪随访，避免其因不规律随访延误诊治。

目前，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还开通了人工智能随访服务热线和智慧

随访系统，借助人工智能随访机器人，对出院

患者实行有计划的跟踪管理。随访系统定期

监测收集患者健康数据，根据预先设置数值，

及时发送健康建议和就医提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通过建设患者全过

程全方位全周期的专病随访系统，开展了以

疾病诊疗为主线，以精准治疗、合理用药、营

养膳食、康复锻炼、健康宣教等为重点的随

访工作，实现了患者从入院、出院到院后随

访各阶段的全程管理，精准高效开展智慧化

健康随访工作，架起了医患沟通和疾病管理

的桥梁。

“平时上班忙，总来医院复诊，太费时间

和精力。就诊时，主治医生告诉我，可以通过

扫码进入炎症性肠病专病全程管理的小程

序。录入信息后，就能与医生直接沟通病情，

非常方便。”身患炎症性肠病的杨女士需要长

期系统治疗，她用手机演示，“瞧，我平时还会

收到治疗效果评估量表和诊疗、用药、营养等

信息。”

产科护理团队开展电话随访、线上咨询

服务，解决“宝妈”的困扰；神经外科护理团

队 针 对 难 治 性 压 力 性 损 伤 、气 管 切 开 等 患

者，开展居家护理服务……单信芝说，青岛

大学附属医院推出“院前沟通—院中流程再

造—院后延续护理”一系列护理服务举措，

致力于让护理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使患者就医更舒适。

将“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医疗服务各环节

让就医更便捷更舒适
本报记者 李 蕊 游 仪 赵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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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通过“5G+”远程医疗平台对龙里县人民医院的患者给出治疗建议。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