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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叶是常用中药，临床应用广泛，疗效显著。中医认为

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解鱼

蟹毒的功效，临床主要用于风寒感冒、妊娠呕吐、咳嗽等证。

紫苏叶也是治疗感冒咳嗽和调理肠胃的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藿香正气水、感冒清热颗粒、午时茶颗粒、通宣理肺丸等

都含有紫苏叶。研究表明，紫苏叶有抗炎、抑菌、抗氧化、抗肿

瘤等活性，用于治疗细菌感染、过敏和肠道疾病、抑郁症、肿瘤

等各种疾病。

暑热湿盛，人体毛孔开张，腠理疏松，中气内虚。过于贪

凉饮冷，会导致风、寒、湿邪侵袭身体而引发不适，如俗称的

“空调病”，主要症状为头痛、恶寒、无汗、身重或伴有吐泻腹痛

等消化道症状。此时宜辛温解表，症状轻而初起者可用紫苏

叶泡水，症状明显者宜选用藿香正气水或及时去医院就诊。

推荐紫苏叶常用的两种方法：1、紫苏叶泡水：紫苏叶 3 至 5
片，开水冲泡即可；2、紫苏叶葱白生姜汤：紫苏叶 20 克，葱白 3
根，生姜 5 片，煎煮约 20 分钟即可。

紫 苏 叶 因 其 性 温 ，风 热 感 冒 、胃 热 呕 吐 等 人 群 不 适 宜

使用。

防暑巧用紫苏叶

赵 欣

最近，北京多家公立医院开

设减肥门诊、减肥中心，或组建减

重多学科会诊团队，为肥胖患者

提供“一站式服务”。

今 年 6 月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等 16 个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

活动，力争通过 3 年左右时间，实

现 体 重 管 理 支 持 性 环 境 广 泛 建

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

著提升，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

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

良好局面逐渐形成，部分人群体

重异常状况得以改善。

体重是观察人体营养和健康

状况的一面镜子。随着社会发展

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居

民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体

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导

致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

病和部分癌症等疾病的重要危险

因素，已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亟须加强干预、

予以改善。

加强体重管理，既需要个人

努力，也需要社会合力。政府部

门 要 加 强 合 作 ，统 筹 各 方 资 源 ，

将 体 重 管 理 融 入 各 项 政 策 和 行

动计划中，营造体重管理社会支

持 性 环 境 。 例 如 ，推 广“ 一 秤 一

尺一日历”（体重秤、腰围尺、体

重 管 理 日 历），鼓 励 医 疗 卫 生 机

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宾馆

等配置体重秤，有条件的配置人

体成分分析仪；扩大健康小屋社

区 覆 盖 范 围 ，打 造 健 康 主 题 公

园 、健 康 步 道 、健 身 器 材 等 支 持

环 境；加 强 健 康 单 位 建 设 ，鼓 励

单 位 为 职 工 健 身 提 供 基 础 设 施

和条件；推进健康食堂、健康餐

厅建设，校园内避免售卖高盐、

高糖及高脂食品；全面实施学生

体质强健行动，保障学生每天校

内 、校 外 各 一 小 时 体 育 活 动 时

间等。

要 强 化 家 庭 体 重 管 理 的 作

用，把体重管理纳入健康家庭的

目标和行动，坚持“大手拉小手”

“小手帮大手”，树立家庭健康生

活新理念。家庭成员要定期测量

体重，相互提示和监督，掌握科学

烹饪技巧，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

动，降低聚集性家庭肥胖风险。

比如，坚持主食不能缺、油炸不多

吃、肉和鱼适量、蔬菜顿顿有，尝

试家庭一周健康饮食计划，使用

油壶、盐勺、糖罐等定量工具；家

庭成员互相支持，减少躺着、靠

着、坐着等静态行为，全家人一起

去户外活动，采取积极的出行方

式；提倡“体育运动碎片化”，利用

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锻炼，让

运动融入生活。

体重管理是一门科学，不能

盲目跟风，也不能急于求成。当前，社会上有不少关于减重和

减肥的误区，如断食、过度节食、不吃主食等。事实上，盲目减

重不仅不能实现减重的目标，还可能导致体重反弹，甚至带来

更大的健康危害。专家认为，超重或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吃

动不平衡。减重和减肥的关键是“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能量

进出平衡。超重和肥胖者减重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脂肪组织的

重量，在制定减重目标时要量力而行，速度不宜过快。要发挥

专业技术优势，规范体重管理服务模式。例如，推进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体重管理工作，提升医护人员体重管理技能和

肥胖症治疗服务水平；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

或肥胖防治中心，整合相关专业资源，提供肥胖症诊疗服务；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管理纳入签约服务，及时向签

约居民提供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推广中

医药适宜技术，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

动保健等服务。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全社会积极

参与“体重管理年”活动，倡导和推广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不断提

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让更多人保持健康体重、享受健康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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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更用心 就医更舒心

“奶奶，您是面部不舒服吗？还有哪里

不舒服也可以告诉我，我来帮您挂号。”前

不久，江苏省中医院导医刘晓佳见到一位

老人在门诊大厅四处张望，于是一路小跑

过去扶住老人，并领到挂号敬老专窗办理。

经过询问得知，这位鹿奶奶今年 82 岁，

家住南京市秦淮区，被蚊虫叮咬后，面部红

肿疼痛难忍，并引发全身过敏。“当时老人神

情痛苦，独自站在大厅，很茫然。”刘晓佳说，

她立刻上前先安抚了老人情绪。

问诊时，刘晓佳发现，医生交代的医嘱，

老人并没有完全听懂。她又把医生的话向

老人复述了一遍，还将用药注意事项细心地

告知老人。

“缴费结束后，我又帮鹿奶奶取了药。”

刘晓佳说，医生为老人开具了两种药物，她

先去六楼皮肤科将科室自制药取好交到老

人手里，随后又带老人到二楼西药房的敬老

专窗优先取药。医生看诊时建议老人输液

消炎，但老人不知在哪里输液，刘晓佳又全

程陪同，把老人送到输液大厅。

记者调阅就医档案看到，鹿奶奶 10 点

47 分挂号成功，11 点 17 分完成诊断，11 点

43 分开始输液，全程不到一个小时。在刘

晓佳将鹿奶奶顺利托付给输液人员时，老

人起身拉住她的手说：“我不认识路，今天

去的地方又多，本来以为肯定会在医院耗

很长时间。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和陪同，

非常暖心。”

6 月 26 日起，江苏省中医院推出“80 岁

老人就医零等待”惠民措施，所有 80 岁以上

老人的检查、取药、缴费等就医流程均可享

受“零等待”优先服务，切实改善老年患者的

就医体验，提升就医满意度。

为何要设立这样的服务项目？江苏省

中医院院长吴文忠介绍，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轻轻一点便可实现挂号、缴费、查看结果

等，节约了不少时间，但是对于一些老人来

说，这些流程操作起来仍有较大难度。

“全院日均门诊统计中，80 岁以上老人

达 1000 多人次。去年全年，全院 80 岁以上

的老年患者就诊达 32 万人次。”吴文忠说，

江苏省中医院推出这项服务的初衷，就是为

老人提供舒适、便捷、人性化的医疗服务，解

决就医过程中流程不熟悉、检查检验时间等

候过长等问题。

记 者 在 江 苏 省 中 医 院 看 到 ，挂 号 、诊

疗 、缴 费 、取 药 等 多 个 环 节 都 设 有 敬 老 专

窗，陪护人员可以直接在专窗为老人办理

事 项 。 医 院 推 出 了“ 五 专 一 置 顶 ”服 务 措

施，即专人、专窗、专区、专机、专线、信息置

顶。“五专”是指医院组织专门的服务团队，

设立敬老接待专区，对没有家属陪伴的老

年患者，提供一站式的就医服务；检验科、

收费处等设立敬老专窗，优先为 80 岁以上

老人提供服务；各个诊区有敬老休息专区，

方便老人诊间休息；医技部门新设立的敬

老专机专门为 80 岁以上老人做检查项目；

医院新开通的敬老专线，方便老人通过专

线进行挂号、就诊等咨询。“一置顶”是指中

药房、检验科的患者到窗口后，给予 80 岁

以上老人排队置顶优先。

据了解，自惠民服务举措实施以来，江

苏省中医院各区域优先就诊 2619 人次，优

先检查 1152 人次，敬老全程接待 235 人次，

优先取药、抽血、挂号等近万人次。

“群众的认可，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

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80 岁老人就

医零等待’举措，力争让更多老年患者享受

到更优质的服务。”吴文忠说。

江苏省中医院——

80岁以上老人就医“零等待”
本报记者 白光迪

“总感觉眼前有小黑点在飞，

应该挂什么科？”

“根据您的症状描述，推荐您

挂眼科。如果是初次就诊，请记得

提前做眼压和视力检查。”

65 岁的李阿姨打开手机，向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AI（人工智能）

陪诊师”提问后，一个优美的女声

给出就诊建议，还推送了医院眼科

的官方挂号链接。在手机上完成

挂号后，又有语音和文字提示：“当

前您需要就诊，前面排队 4 人，当

前叫号 66 号，地址位于 7 号楼 1 层

B 区眼科检查一区……”

“下一步我要去哪里？”李阿姨

继续询问。手机转入“院内导航”

模式，一只可爱的虚拟卡通熊猫出

现在手机屏幕的实景 AR（增强现

实）图像导航路线上。跟随着熊猫

一 摇 一 摆 的“脚 步 ”，李 阿 姨 前 往

诊室。

这个“AI 陪诊师·公济小壹”系

统是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

支付宝共同开发，今年 6 月上线，

成为上海市首个基于人工智能大

语言模型的语音交互陪诊应用。

“ 我 们 的 患 者 中 有 很 多 老 年

人。他们不便阅读文字、不适应线

上操作流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信息处处长傅春瑜介绍，“AI 陪

诊师”系统就是以患者为中心，通

过数字虚拟人，把医院数字化转型

中建设的智能预约、智能导诊、智

能预问诊、智能院内导航、智能诊

后管理等便捷就医服务联动起来，

并设置集成式入口。患者在就诊

全流程中，随时能在对话界面通过

语音或文字输入自己的问题，即便

问题不够精准、完整，“公济小壹”

也能识别出患者的真实意图，甄选

对应的答案，给出正确建议。它会

在患者每完成一个就诊环节后，主

动 提 示 患 者 如 何 完 成 下 一 步 操

作。这样，一部手机在手，患者就

有了一位专业的全程“陪诊者”和

“引导员”。

得益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将院内使用的门诊系统与“公济小

壹 ”打 通 ，实 现 数 据 的 互 联 互 通 ，

“AI 陪诊师”能够实时识别患者的

就诊进度，包括从诊前初步分诊、

提醒就诊时间和注意事项，到诊中

一步步提示患者如何完成后续操

作、提供院内导航。发现患者需要

接受多个检查项目时，它还能根据

各个检查项目的实时等待人数和

患者所处位置，给出最省时的整体

流程方案。

“‘公济小壹’的诞生，不是闭

门造车，而是大量倾听患者和医生

的意见、建议的结果。”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患者体验处处长柴双说。

2020 年 8 月，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在上海综合性医院中率先成

立“患者体验处”，建立服务缺陷管

理体系。这一次，正是利用了收集

积累的患者日常就医中的“高频问

题”，给出准确的回答，再将其“投

喂 ”给“公 济 小 壹 ”的 核 心 智 能 引

擎，如此就有了一个会不断自我成

长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从初

代原型到正式投用，“公济小壹”已

经接受了 10 个月的训练。

在 老 年 科 诊 室 内 ，一

次互联网医院的视频

复诊正在进行：王女

士陪着父亲王老伯一

起讲述他的健康状况

细 节 ，也 一 起 聆 听

医嘱。

这是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互联网医

院”模块下的“健康管

理 人 云 陪 诊 ”功 能 。

老人单独就医，症状

讲不清、医嘱记不牢，

是不少因工作繁忙或身居

异地无法陪同老人就医子女的

“痛点”。在这里，子女只要在医院

官方微信号申请成为父母的“健康

管理人”，父母在互联网医院就诊

的提醒消息会自动发送到子女的

手机上，通过点击链接就能够通过

三方视频互动，远程参与父母的就

诊全过程，还可以查询父母在医院

的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处方、检验

检查报告、收费账单等信息一目了

然，方便子女协助老人提升自我健

康管理能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患者

为中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

使医疗环境更安全、技术更卓越、

管理更精细、服务更温馨，让患者

获得更好的就医体验。”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郑兴东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智能陪诊改善就医体验
本报记者 姜泓冰

病房里静悄悄。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

肝胆医院金山院区，肝胆肿瘤介入病区的无

陪护病房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32 号病床前，林爱华靠在床头，右手输

着液。身旁，护理员李永书正小心翼翼地给

他翻身、擦拭。

这是林爱华第三次入院。前两次，爱人

张萍整夜陪护在身边。“子女不在身边，自己

一个人顾不过来，想请第三方护工，价格又

不低。”张萍说。

张萍所说的，是亲情陪护和聘请第三方

护工，也是过去住院陪护中的两种主要方

式。“家人陪护，缺时间、不够专业；请第三方

护工，费用又是一笔负担。”福州市卫生健康

委医政处处长刘城说。

为解决住院患者陪护难，2022 年 7 月，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出台《福建省

“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率先

开展“无陪护”病房建设，鼓励全省三级公

立医院积极申报“无陪护”病房试点，明确

“无陪护”病房的建设规定、管理运行机制、

价格政策、探视管理等标准，并在财政上对

试点医院所需的设施设备改造、提升给予

必要支持。

在福州，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被列入首批试点之一。“无陪护病房与普通

病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无需家属照料，所

有 照 护 由 医 护 人 员 和 护 理 员 完 成 。”刘 城

介绍。

无陪护模式对护理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肝胆肿瘤介入病区，李永书是这里的

8 名护理员之一。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黄蕤介绍，与过去聘请的

第三方护工不同，李永书等护理员由所在医

院统一聘用和管理，并纳入医院考核。“护理

员考核情况与其工资直接挂钩。”黄蕤说。

“患者想喝水、上洗手间、午餐想吃什

么，一键呼叫，我们马上就到。”李永书说，

“生活方面的照料交给我们，护士则可以腾

出更多精力，配合医生进行病情后期治疗方

案的管理。”

“入院前在专业院校学习基础护理操

作，在医院护理部学习如何在照护上更加

专业、更有耐心，进入所在病区后，又针对

不同病种进行侧重培训。”李永书说，“上洗

手间时吊瓶拿多高，翻身时如何避免压到

管路，拍背怎么防止肺部感染……每一个

环节都有讲究。”

医院专人陪护，患者会不会负担不起费

用？2023 年 1 月，福建省医保局配套出台无

陪护模式收费标准，将无陪护模式收费纳入

医保范畴。张萍算了一笔账，医保统筹后，

每天的陪护费用只需个人支付 75 元。

“不仅患者负担减轻，医院运转效率也

明显提升。”黄蕤介绍，“有了护理员，护士多

了帮手，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团队，患者康复

时间缩短，病房运转效率提升，病区感染率

也在下降。目前，医院全部 6 个病区 90%的

病床已加入无陪护模式。”

无陪护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刘城介

绍，一方面，无陪护模式由患者和家属自愿

选择，入住前需要签署无陪护协议。同时，

无陪护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家属的照顾，家

属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病房给予陪伴。

刘城说，从福州的试点情况看，无陪护

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医院和患者的欢迎。

数据显示，福州无陪护病房整体满意度比普

通病房高出 2%—3%。下一步，福州将继续

提高无陪护病房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更好满

足住院患者多元化陪护需要。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无陪护”病房满足多元化需求
本报记者 王崟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医改，坚持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2015 年至 2020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连续实施两轮“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各地医疗机构积极行动，在优化就诊环

境和预约诊疗、改善住院服务流程、改进护理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患者就医体验进一步改善。

面对群众就医的新期待、新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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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力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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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各地在改善医疗服务

方面的新经验、新做法，记者近日分赴上海、江苏、福建等地进行了采访。 ——编 者

上图上图：：江苏省中医院为江苏省中医院为 8080
岁以上老人提供就医零等待服岁以上老人提供就医零等待服

务务。。图为敬老接待专人在送腿图为敬老接待专人在送腿

脚不便的老人就医脚不便的老人就医。。

王光正王光正摄摄

左图左图：：上海市第一人民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 在 门 诊 自 助 服 务 区 域 设 置院 在 门 诊 自 助 服 务 区 域 设 置

““银龄守护银龄守护””智慧就医专区智慧就医专区。。图图

为患者在使用自助设备为患者在使用自助设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供图

下图下图：：福建医科大学孟超福建医科大学孟超

肝胆医院金山院区无陪护病房肝胆医院金山院区无陪护病房

内内，，护理员在照护患者护理员在照护患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崟欣王崟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