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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高发呼吸道疾病高发，，儿科医疗服务如何应对挑战儿科医疗服务如何应对挑战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冬季来临，气温波动变化
使得人们的呼吸系统更易受
到疾病侵袭。中国城市报记
者从多家医院获悉，11 月以
来，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儿童呼
吸道疾病就诊人数增加，儿科
开始面临新一轮的接诊挑战。

拥挤的大医院儿科

凛冽寒风下，首都儿科研
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已进入高
位运转状态。11 月中旬，该院
候诊大厅内已挤满了候诊的
患儿和家属。因为输液室人
满为患，一些有经验的家长带
着野营车让孩子躺在里面接
受治疗；更多的孩子则坐在走
廊的长椅上，甚至席地而坐，
贴在医院墙上的粘钩、家长高
举的晾衣杆替代了挂输液袋
的架子。

“小孩得了肺炎，大夫让
输几天液，今天来晚了没找见
空地，就只能让孩子在走廊里
输液了。”患儿家长刘先生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这几天医
院的患儿越来越多，不仅每天
的输液号越来越难挂，就连医
院门口小超市里粘钩和晾衣
杆也几近脱销。

除了儿研所外，北京儿童
医院内也是灯火通明。近期
某天，晚上 7 点多，该院发热
咳嗽门诊叫到了 500 多号，门
诊二层的输液中心则排到了
1000 多号。市民魏女士的孩
子近几天开始发烧和咳嗽，在
烧了两天依然不退之后来到
北京儿童医院就诊，通过检查
发现得了支原体肺炎。“我们
下午 3 点开始检查，经过两个
多小时才检查完。现在排队
等输液也等了快 2 小时了。”

魏女士说。
除了儿童专科医院外，多

家三级医院的儿科诊室同样
忙碌。

在位于北京朝阳北苑路
的航空总医院儿科门诊内，王
女士正在为每次输液都得重
新排队、挂号而烦恼。她说：

“因为医院没有另辟复诊通
道，每次复诊得花好几个小
时。孩子遭罪不说，在医院待
久了还容易交叉感染。”中国
城市报记者了解到，航空总医
院已在尽其所能对此进行调
整。医护人员说，医院儿科医
疗资源非常紧张，儿科医师已
经全员值守，有时每名医生一
天要接诊近 100 名患儿。虽
然医院调配了其他科室医护
人员支援儿科，但儿科有其独
特的专业性，其他科室医护人
员难以很快上手，缓解就诊难
的能力有限。

基层儿科诊疗量增大

张女士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奥运村街道，她的孩子今年
6 岁。有一天放学回家后，小
孩开始咳嗽并伴有低热，张女
士 刷 了 一 晚 上 的 医 院 挂 号
APP，相关页面始终显示“约
满”。“儿童医院和大医院的儿
科门诊太难约了，所以我们今
年选择来社区医院做化验。”
张女士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她从来没想过社区医院的化
验不仅价格要比三甲医院和
儿科医院便宜，等待时间也比
在大医院短不少。

在奥运村街道社区医院
内，有几位和张女士持有一样
想法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
诊、化验。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该社区医
院从周一到周五都开设有儿

科门诊，可以检测包括支原
体、衣原体、流感等在内的 5
种呼吸道疾病。

在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的 全 科
114 诊室，来自首都儿研所的
主任医师每周二都会来这里
给前来看诊的患儿进行诊疗。
在候诊大厅内，一位家长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去年开始
孩子有不舒服需要化验时，我
们就优先选择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了。除了离得近、人少之
外，其诊疗方案其实和儿科医
院、三甲医院差不多，也省得
带着孩子再折腾了。”

去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公布全市 250 家提供儿童门
诊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名单，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份
名单如今已增加至 352 家，名
单标题的表述也从“儿童门
诊”改为“儿科诊疗”。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少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了专职的
儿科医生。据了解，北京市朝
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今年有了专门的西医儿科，
还连续两年选派医生、护士到
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培训。
近日，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把扩大后的儿科安排到独
立的区域，减少与成人交叉感
染的风险。新的儿童诊区有
中医儿科、西医儿科、儿童输
液雾化室、推拿捏脊治疗室，
以及独立的儿科药房。

社区医院缺药致转诊难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
过程中发现，以北京为例，大
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
检验能力但诊疗能力有限，还
有的缺医少药，无法满足患儿
的后续诊疗需求。

“正常情况下小病是应该
上社区医院就诊，但是好多针
对儿童的药物，社区医院准备
得并不充分。”一位家长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他的孩子呼
吸道感染并伴随过敏症状，按
照以往在大医院就诊的经验，
医生会在开完相应的药物后
再开些抗组胺药来应对过敏
反应，但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没有适合小孩计量的药物，
还需要在药店另行购买。

除了少药外，部分家长表
示在大医院给孩子完成首诊
后，知晓了孩子的病情和用
药，就放心了一半；后续的诊
疗希望能回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避免在大医院扎堆。然
而现实却是并非所有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都能满足低龄
患儿的输液需求。

针对能否完成后续诊疗
的问题，相关单位也都按照要
求提出了限制条件。中国城
市 报 记 者 在 北 京 市 公 布 的
35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
单中发现，仅少数几家卫生服
务中心提供 6 岁以下患儿的
输液服务，多数卫生服务中心
明确标出了“输液服务需 6 岁
以上儿童，需提前沟通，现场
评估血管情况”的提示。

除了对 6 岁以下低龄患
儿难以接诊外，社区卫生机构
在材料提供和流程衔接上也
存在不小的障碍。

市民王先生的孩子在北
京儿童医院完成了首诊，诊疗
结果显示孩子需要使用盐酸
多西环素进行多次输液治疗。
考虑到治疗周期较长，医院排
队人数较多，王先生想将输液
地点定在家附近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后续治疗，可在
致电咨询中被告知，注射用盐
酸多西环素不属于该院的基

本药物。
对于输液，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一般要求携带原就诊机
构输液的药品，比如北京市东
城区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表示，没有可供儿童输液的
药品，必须携带原就诊机构开
具的输液药物才能进行后续
诊疗。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海淀区
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
表示，可提供患儿口服的一
些药物，但没有相应的输液
药物。

基层医院如何提升承接力

基层是分级诊疗体系的
网底，始终是解决居民看病就
医问题的重中之重。如何能
让基层医院完全承担起“日常
疾病在基层解决”的责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雷海潮表示，推进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的目标是实
现一定区域内相关医疗机构
间医疗服务和管理的上下协
同联动、一体化运作，每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要有上级
医院医师派驻，固定服务周
期，通过机制化保障努力使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在广泛试点和经验总结
基础上，2024 年全面推开县
域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力争
到 2025 年底，全国 90% 以上
的县基本建成布局合理、人财
物统一管理、权责清晰、运行
高效、分工协作、服务连续、信
息 共 享 的 县 域 医 联 体 。 到
2027 年底，紧密型医联体基
本实现县（市、区）全覆盖。”雷
海潮说。

人才队伍建设是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雷
海潮表示，继续以基层为重点
壮大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加强
基层全科医生的培养培训，提
高规范化诊疗和技术水平，完
善基层人才激励机制。

“我国不断强化儿科服务
能力建设，目前全国 80% 的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各地聚
焦流感、儿童支原体肺炎、感
染性腹泻等儿科高发传染病，
开展有针对性的诊疗知识和
技能培训。”在 11 月 15 日举行
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
司长傅卫介绍道。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带
动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整体提
升，并通过补齐基层医院短
板，可以让整个儿科诊疗体系
变得更加完整，患儿在‘家门
口’就能普遍获得优质便捷的
诊疗服务。”一位业内人士说。

2024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举行

11月 28日至 30日，2024中国国际福

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在位于北

京的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以

“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300余家国

内外企业、机构等参展，全方位展示涉及残

疾人、老年人等功能障碍群体的衣、食、住、

行、用、医、学、娱等方面的创新辅助器具产

品和服务解决方案。

据了解，福祉博览会是由中国残联主

办的关于残疾人、老年人等功能障碍人群

辅助器具及康复、护理等专业设备的国际

性展会。图为本届博览会上，“好物体验

官”正在体验康复训练机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