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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门诊服务
让群众舒心就医

门诊是医院与患者接触的第一站，
门诊服务的优劣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
体验。为此，泸定县人民医院积极梳理群
众在门诊看病就医环节的难点堵点问
题，在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
配备导医，帮助患者熟悉就医流程，提供
全方位的咨询引导、轮椅租赁、复印资
料、疾病证明盖章等协助办理就医手续
等一站式服务。针对老龄患者、残疾人、
行动不便者还可以进行陪诊、陪检等。

一站式服务中心组长刘天菊介
绍，患者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小程序、门
诊窗口、医疗自助终端机三种方式进
行预约挂号。手机微信小程序和门诊
大厅的医疗自助终端机上能够实时显
示医生号源等信息，方便患者选择合
适的就医时间和方式，不仅可以挂号、
缴费，还可以查结果、下载图文报告和
打印电子发票。

加强诊间服务
增加便捷自助设施

泸定县人民医院不仅配备了医疗
自助终端机、排队叫号系统，还对部分
科室的设施设备进行升级。对儿科配
备了一系列先进的医疗设备，宽敞明
亮的诊疗室配备了充满童趣并且舒适
的座椅，小朋友们还可以边做治疗边看
有趣的动画片，大大缓解了孩子的紧
张、焦虑和恐惧心理，在诊疗的过程中
也能感受到轻松和愉悦。同时优化了就
诊流程，为儿童提供更优质、更舒适、更
安全的医疗服务，打造温馨就医氛围。

带着小朋友做治疗的吴阿姨说：
“现在有了这些设备，娃娃可以自由
选择他喜欢的动画片，做雾化的时候
不像以前一样哭闹，非常地配合。”

增强服务意识
提供送医上门服务

对于行动不便患者实施网格化预

约服务，泸定县人民医院将服务范
围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区域，每个网
格区域都有专门的护理人员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方式与患者保持联
系，了解患者的就医需求，并为患者

提供预约上门服务。
同时，医院还简化特殊门诊的办

理程序，通过细节“小调整”，推进服务
“大提升”。大大降低了时间成本的同
时，也让患者“少跑腿”，切实让群众感

受到快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提升医技水平
借力“组团式”医疗帮扶

泸定县人民医院借力“组团式”医
疗帮扶及浙江省东西部医疗协作专家
的先进理念和医疗技术，将关心与尊
重融入到每一个服务细节之中，真正

“想妙招、出实招”，围绕患者就诊前、
中、后全程，相继开展了多项惠民、便
民、利民的措施，持续优化医疗服务。

在“组团式”帮扶专家的牵线搭桥
下，泸定县人民医院引进三甲医院老
专家坐诊，努力将上级优质医疗服务
带到老百姓身边，进一步解决老百姓
看病难的问题，让群众能够在家门口
获得优质、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不断
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泸定县人民医院将继续
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
断探索和创新服务模式，为广大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让温
暖的“民生”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医院一角。

改善就医环境 提升医疗服务
泸定县人民医院推出一系列举措解决群众就医问题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泸定县人民医院以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目标，聚焦患者看病就医过
程中的难点堵点，着眼“关键小事”，从优化诊疗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改善就医环境等方面综合发力，推出一系列举措改善群众就医
体验、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更加便捷、优质、舒心的医疗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打造有温度的医疗环境，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就医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传染病防控系列科普——包虫病

健康热线：12320

州疾控中心主办
https：//www.gzzcdc.cn/

健康素养

雪域高原，原始自然，有高山
草原，有白云蓝天，有牛羊成群，
有溪流潺潺，但独特的自然环境
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包虫病的传
播提供了条件。我省包虫病流行
区主要在川西高原地区。流行区
群众及前往流行区工作、出差、
旅游的人，需要防范感染包虫
病。包虫病流行环节复杂、宿主
多样，除危害牧区牲畜健康外，
还严重危害人群健康，但包虫病
可防、可治、不可怕，懂得科学防
控至关重要。

包虫病是棘球蚴病的俗称，
是由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于人体
组织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我国主要有细粒棘球蚴病（囊型
包虫病）和多房棘球蚴病（泡型包
虫病），分别因误食细粒棘球绦
虫和多房棘球绦虫的虫卵而导致
人或动物患病。

包虫病早期无任何临床表
现，多在体检中发现，病灶主要位
于肝脏，肺部和脑部及其他器官
也能涉及。泡型包虫病具有“类肝
癌”样浸润生长的特点，患者晚期
出现黄疸、门脉高压及肝腹水等
症状，可发生转移并出现累及脏
器相应症状。

根据 WHO（世界卫生组织）
相关资料，未经治疗的泡型包虫
病患者10年病死率高达94%，被
称为“虫癌”。包虫病病程长，晚期
肝包虫病患者极度消瘦或腹胀如

鼓；脑包虫病患者癫痫反复发作，
病情十分凶险；囊型包虫病病灶
如果突然破裂，可致过敏性休克
而死亡。包虫病呈全球性分布，我
国是世界上包虫病高发国家之
一，四川省也是我国的高发省份。
犬只是包虫病的主要传染源，成
虫寄生在狗的小肠内，成虫产的
虫卵随狗的粪便排出，污染狗的
皮毛以及草地、水源等周围环境。
当中间宿主牛、羊、鼠兔、田鼠等
动物在吃草、饮水时，食入虫卵
也会得包虫病。人们宰杀牛羊
时，如果将病变内脏喂狗，那么
病变内脏里面的幼虫可在狗的
肠道里发育为成虫。此外，狗吃
了患有包虫病的鼠兔、田鼠等小
型哺乳类动物也会感染，继而传
播包虫病。人和被感染的犬只玩
耍后，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就
很有可能把虫卵吃进肚子里。人
摄入被虫卵污染过的水和食物，
也可能得包虫病。

预防包虫病应该做到：不玩
狗、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

包虫病的传染源主要为犬科
动物，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所有
人易感。所以远离犬只，保持手卫
生，注意饮食卫生，就能有效预防
包虫病。

州疾控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托底帮扶
德格县人民医院开通乙肝专病门诊

增厚群众健康福祉

乡城县青德镇中心卫生院开展
中藏医养生知识宣传

“养生课堂”进乡村
医疗服务“零距离”

近日，在富阳德格组团式帮扶
队长、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林秉杰带领的帮扶团
队的齐心努力下，德格县人民医院
首次开通了乙肝专病门诊。

乙肝作为一种常见的传染病，
对当地群众的健康构成了潜在威
胁。此次“乙肝专病门诊”的开通，为
德格县的乙肝防治工作带来了新的
契机。

据悉，目前，德格县人民医院
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乙肝检测和诊
断能力，可常规进行乙肝五项检
测，能够有效筛查是否为 HBV 感
染。同时，为了更全面地评估患者
病情程度，进而指导治疗方案，德
格县人民医院还可完善肝功能、
HBV—DNA、肝脏彩超、肝脏 CT
等一系列检查项目。

在医疗团队方面，德格县人民
医院拥有经验丰富的感染科专科医

师林秉杰医生坐诊。此次帮扶行动，
能够为群众提供科学的乙肝筛查服
务，准确解读乙肝相关检测结果，并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专业的治
疗方案。不仅如此，医院还充分考虑
到患者的用药需求，已采购恩替卡
韦分散片、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
酯片等抗病毒治疗药物。

林秉杰表示，乙肝的防治需要
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希望通过开
通“乙肝专病门诊”，能够让当地群
众科学认识乙肝，提高对乙肝的预
防意识，加强检测，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并且规范治疗过程，从而让乙
肝不再可怕。

富阳德格组团式帮扶团队的这
一举措，将对德格县的乙肝防治工
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该县
干部群众的健康福祉增添了一份坚
实的保障。

德宣

甘孜日报讯 冬季来临，气温骤
降，慢性阻塞性肺病又迎来新的
一轮高发期。为增强老年人自我
预防的保健能力，日前，乡城县青
德镇中心卫生院利用第 23 个世界
慢阻肺宣传日“知道你的肺功能”
宣传活动契机，别开生面的利用中
藏医理疗养生的方式，在青德镇巴
吾村开展了预防慢阻肺的中藏医
养生课，把预防保健知识传入乡
村，把关爱带给每一位老年人。

乡城县青德镇中心卫生院医护人
员组成的8人团队，为65岁以上重点人
群开展中藏医养生健康宣教活动，为他
们提供个性化的中藏医养生指导。

在养生课堂现场，乡城县青德
镇中心卫生院胡文川医生和四郎拉
初医生分享讲解了《冬季肺病养生
指导》《中藏医肺部按摩手法》等，

内容包含药食种类和药食保健、合
理科学用药、胸背部按摩等。现场
详细询问村民的身体情况，耐心解
答疑惑。医护人员重点指导他们如
何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并针对不同
肺部病症给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同时，将家中常用到的止咳方法和
排痰按摩手法悉数教受给前来听课
的老年人。

此次活动，共计16名老年人前
来参加，共发放各类宣传册58份，宣
传慰问品16份，“中医养生进乡村，
预防肺病暖人心”活动不仅提高了
村民对健康管理的认识，更让他们
有了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意
识，活动真正实现了“医疗服务零距
离”,让村民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医护
人员的关爱。

胡文川

使用率大幅下降
滥用现象仍然存在

近年来，为遏制微生物耐药，我国
严令管控抗生素使用，出台一系列文
件、采取专项整治等举措，取得明显成
效。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数据
显示，从 2011 年到 2023 年，核心数据
医 院 住 院 患 者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率 从
59.4%降到 33.4%，门诊患者抗菌药物
使用率从16.2%降到7.1%。

但在个别医疗机构，抗生素滥用现
象仍然存在。

国家医保局今年8月通报，2023年
以来，山西代县和平医院对68%的住院
患者进行两种、三种高等级抗生素治
疗，且多按最高或较高剂量联合给药。
部分患者病历显示体温正常、白细胞计
数正常、胸片报告无急性炎症表现，但
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并静脉注射头
孢曲松、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等高等
级抗生素。

国家医保局今年联合安徽省医保
部门对安徽省淮南市定点医疗机构开
展专项检查，发现淮南市寿县正阳关镇
镇南社区卫生服务站违反诊疗规范滥
用抗生素。该院针对感染病人，不论病
情轻重均联合两种、三种高等级抗生素
使用，甚至出现同类抗生素口服和输液
同时开具的情况。

此外，抗生素可以在线上轻易买
到，也为抗生素滥用误用“开了口子”。

记者在美团外卖上随机选择一家药店
购买阿莫西林胶囊，简单填写了性别、
年龄、过敏史等个人信息，在病情描述
里选择了“急性支气管炎”选项，便弹出
一位“海南嘉隆互联网医院”周姓医师
的对话框。对方询问是否有信息补充，
记者正输入时，聊天页面显示“已为您
开具处方”，全程不到一分钟。

抗生素滥用涉及诸多因素

记者了解到，抗生素滥用同医师诊
疗水平、抗菌药物管理和公众用药意识
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个别临床医师缺乏合理用药
的意识和能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
药学部药师于磊等专家指出，部分医务
人员对一些疾病认知和诊疗经验不足，
缺乏使用抗生素的正确理念，盲目为患
者使用抗生素以达到迅速控制病情的
目的。

一些医务人员为了规避责任而为
低概率感染风险的患者预防性使用抗
生素。业内人士说，受监管缺失、医生知
识储备不够等因素影响，基层医院在这

方面问题更加突出。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管理水平

不足。中国医院协会抗微生物药物合
理应用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抗菌药物管理
办公室主任王选锭说，抗菌药物管理
是一项系统工程，专业性极强。目前各
级医疗机构还是依赖以药学人员为主
的传统管理模式和行政化、应对检查
式的管理方法，很难取得良好的管理
成效。

——公众对抗生素使用存在认识
误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副
主任段金菊说，比如，上呼吸道感染的
大部分患者是病毒感染，且具有自限
性，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但很多患者
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感冒了就要尽早服
用抗生素，往往自行购药服用，或是主
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一些患者在服用抗生素时依从性
不佳，吃了一两天看到症状缓解就不吃
了，或者不按医嘱间隔来服药，疗程不
完整、服药不规律、剂量不准确等，都是
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都可能会导致耐

药性的发展。”段金菊说。

多措并举规范抗生素使用

受访专家指出，微生物耐药问题复
杂，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从医生到公
众多方努力，才能让抗生素使用更加科
学规范。

国家卫健委等13部门联合制定了
《遏 制 微 生 物 耐 药 国 家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年）》，对卫健、医保、药监、
工信、科技等相关部门提出明确要求。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推动落实，强化遏
制耐药综合治理。

“专业化是抗菌药物管理的根本。”
王选锭认为，医院应建立一支专业管理
团队，同时在流程改造、信息化等方面
给予必要的支持。

提高临床医生合理用药观念和诊
疗能力十分迫切。目前，国家要求定期开
展抗菌药物处方权规范化培训。但有卫
生系统人士反映，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成
了“走过场”，课程设计缺乏系统性和专
业针对性，临床指导性差。“应进一步优
化培训形式、内容，加强培训力度和精准
度，力求实效。”业内人士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陈秋霖表示，当前我国抗生
素管理在销售渠道还存在薄弱环节，特
别是网络销售处方药乱象频出、监管难
度大。相关部门应加强常态化监管，加
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完
善对第三方平台的约束机制，督促其负
起主体责任。

健康科普也需持之以恒。段金菊等
专家表示，要提高公众规范使用抗生素
的意识，澄清抗生素使用中的一些误
区，纠正不合理的用药观念和用药习
惯。“要让大家知道，滥用抗生素不仅可
能影响治疗效果，而且会引发过敏、肠
道菌群失调、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
应，还会导致细菌耐药性快速发展，使
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失效，在未来面临无
药可用的困境。”

据新华社

◎马晓媛 黄筱 董小红

11月18日至24日是世界卫

生组织确定的“提高抗微生物药

物认识周”。当前，抗生素使用情

况如何？“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多

地进行调查。

如何对抗生素滥用“说不”？

引进三甲医院专家坐诊。

为儿童打造温馨就医环境。

自助终端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