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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一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上海 4 月 24 日电（记者袁全、胡洁
菲）记者从 4 月 2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上海重症患
者数量有所增加，本轮疫情以来，共有死亡病例
87 例。对此，上海将进一步统筹全市医疗资源，
增配重症医疗团队，畅通转诊通道，早期干预高
风险患者，减少重症患者比例。同时，充分发挥
中医药传统优势，加强基础性疾病的专科化管
理，做好疑难病例的会诊与指导，尽最大努力降
低病亡率。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表
示，本轮收治的重症患者中，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老年患者的比例比较高，目前在市级定
点医院患者中，70 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
成；二是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例比较高，
超过 60% ，其中合并 3 种以上基础性疾病的
占比四成，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
病、代谢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和恶性肿瘤等。
　　针对这一情况，在本轮重症患者救治中，
上海坚持防止轻转重与重症救治并重、新冠救
治与基础性疾病治疗并重、中西医治疗并重三
个原则，主要从三个层面综合施策开展救治
工作。
　　一是加强市级定点医院的救治能力。针对
本次老年患者基础性疾病多且重的特点，汇集
全市临床诊疗经验丰富的 360 余名重症医学
专家，加上外省市支援的专家，组建了 9 支重
症救治团队，进驻 8 家市级定点医院，对新冠
重型、危重型和新冠阳性合并基础性疾病重症
患者，实行集中管理和综合治疗。
　　二是调配市级医疗资源支持市级定点医
院。上海将进一步发挥市级定点医院母体医
院的综合学科优势，组建医院多学科专科治

疗组，对所属医院收治患者逐一研判；同时成
立市级专家团队，利用紧急开发的会诊平台
系统，对市级定点医院重症患者实施清单式
管 理 ，一 人 一 策 开 展 治 疗 ，及 时 调 整 治 疗

方案。
　　三是支持指导各区定点医院救治工作。
目前，上海已成立由 300 余名专家组成的 8
个市级专家救治组，每个专家组包干负责 2

个区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与区级专家组
协同开展联合会诊，指导做好相关救治工作，
并将重症患者及时转诊至市级定点医院进一
步治疗。

上海：综合施策救治重症，尽最大努力降低病亡率
  23 日，记者走进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南部院区（定点医院）的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病区内，病床整齐排列，病
区内危重症患者以高龄老
人为主。床头的监护、治疗
仪器不时发出“嘟嘟”的提
示音，时刻监测着患者的生
命体征。
　 　 工 作 站 内 ，身 穿 防 护
服、全副武装的医生护士正
忙碌着：记录病人信息、接
听工作电话、备药、整理器
械；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
调整呼吸机参数；帮助病人
适应俯卧位呼吸、翻身、检
查调整补液速度、记录患者
体温……
　　 14 时，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皋源脱掉被汗
水 湿 透 的 防 护 服 ，和 感 染
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主任一
起 ，准 时 出 现 在 了 会 议
室里。
　　这里，每天下午都会举
行线上会诊。定点医院内的
医生和母体医院的专家就在
院重症患者的诊疗方案，逐
一探讨，精准制定“一人一
策”。
　 　 2 3 日 讨 论 的 这 位 患
者 病 情 复 杂 ，患 有 精 神 疾
病，突发急性脊髓炎、横纹
肌溶解、肝肾功能不全，后
期 又 出 现 消 化 道 出 血 ，但
新冠的临床症状较轻，CT
显 示 有 少 许 的 肺 部 渗 出。
经 过 紧 张 的 讨 论 ，十 余 个
科室的主任们共同制定了
全新策略。
　　“从重症救治上看，本
次奥密克戎病毒株诱发的
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相较
于之前的病毒株发生率低。
但奥密克戎传染性极强，尤
其是患有基础性疾病的患
者感染后病情会加重，而这
类病人的数量较多，基础性
疾病有不同特点，带来治疗
的复杂性。”皋源说，一方面
新冠肺炎的治疗，正按照第
九版诊疗方案进行；另一方
面 利 用 多 学 科 诊 疗 模 式

（MDT），对复杂病症讨论，
形成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
　　仁济南院于 4 月 3 日收到改为定点医院
的通知，4 月 7 日中午正式收治病人，主要收
治儿童、血透、孕产妇以及有合并症的成人新
冠患者。
　　“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好资源，我们对重症
监护室的建设始终本着病房设置足、人员配置
足、把患者收治足的原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王争说，ICU 是救治
新冠危重症患者的“主战场”，这里有 50 余张
重症床位，抢救的老人中最大年龄为 97 岁；此
外还有 480 余张儿科床位。“基础性疾病的诊
疗还是按照专科化的设置，我们尽量恢复成定
点医院以前的学科建制，让合适的医生去看合
适的患者，发挥有限力量的最大潜能。”
　　 14 时半，王争刚刚吃完午饭。他告诉记
者，目前临床资源十分紧缺。医院核定床位
600 张，目前建设目标是 892 张床位，也就是
按照约 150% 的效率运营。“场地、人手充分
发掘潜力，医护人员几乎不轮休，能够进一步
腾挪的空间相当有限了。”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表
示，本轮收治的重症患者中，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老年患者的比例比较高，目前在市级定
点医院患者中，70 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三
成；二是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比例比较高，
超过 60% ，其中合并 3 种以上基础性疾病的
占比四成。
　　上海坚持防止轻转重与重症救治并重、
新冠救治与基础性疾病治疗并重、中西医治
疗并重三个原则，汇集全市临床诊疗经验丰
富的 360 余名重症医学专家，加上外省市支
援的专家，组建了 9 支重症救治团队，进驻 8
家市级定点医院，对新冠重型、危重型和新冠
阳性合并基础性疾病重症患者，实行集中管
理和综合治疗。
　　皋源说，一旦疫情管控放松，病毒会广泛
传播，大量重症出现，反过来挤兑医疗系统，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上海累计感染者已超 45 万，其中
老年患者增多，高龄叠加基础性疾病、疫苗接
种率低，令他们的生命健康受威胁较大。”皋
源说，加快“动态清零”，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
老年患者是最大的保护。（记者周琳、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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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杨有宗摄

　　新华社上海 4 月 24 日电（记者杨金志、袁
全）近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发布信息，明确新
冠之外的患者就医流程，要求医疗机构不得以
查验核酸阴性证明作为进出小区就医、转送病
人和接诊的限制；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转运、妥善
处置急危重症患者，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及时救
治需要急诊急救的患者。
　　市民急诊、门诊就医是否顺畅？用药需求能
否及时满足？“新华视点”记者走访上海多家医
院追踪采访。

急诊：没有核酸检测报告可以吗？

　　记者从 24 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相比 4 月初，近期 36
家市级医院的门诊量增长了 103%，急诊量增
长了 65%。36 家市级医院中开设了 33 个急诊
就医点，保障急诊急救服务供给。
　　 4 月 16 日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
诊大厅外，虽然已经临近夜间 12 点，但来到急
诊就医的市民依然很多。记者观察，一小时内约
有 15 名患者进入急诊大厅，其中不乏一些坐
轮椅或躺在担架上、需要紧急送至“缓冲区”处
置的患者。
　　记者发现，受封控措施影响，很多紧急就医
的市民并不能保证自己 48 小时以内的核酸检
测报告“不断档”。“没有核酸报告能不能进急
诊”是一些市民在就医前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近日，上海市明确，如急诊患者需要立即进
行紧急处置，医疗机构应启动应急预案，将患者
转移至专门的隔离缓冲区域；需要进行急诊手
术的，在专用手术室立即开展手术救治。整个过
程中，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
延误治疗。
　　“医生，她可能突发急性肠胃炎，能不能让
我们赶紧进去看一下？”在急诊大厅外，看着腹
部疼痛难忍一直无法站立的妻子，来自闵行区
颛桥镇的向先生额头急出了汗。
　　“您没有 48 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吗？”面对“大白”的询问，向先生仔细查看手机
才发现，中午刚做完的核酸检测还未出结果。
　　“那我们可以先进去吗？”向先生问。“可以，
您到对面核酸检测窗口优先采样，不需要等待
结果，凭检测凭条就能进去看诊了。”
　　两位在急诊大厅门口值班的“大白”告诉记
者，在每天近 8 个小时的值班时间里，他们经
常遇到类似的情况。
　　如何做到既保证正常接诊又防止院内感

染？把握平衡并不容易。现场的医生告诉记者，
急诊要把握的是“急”字，确认急症后，医护人员
会依据政策加紧处理。由于医疗资源比较紧缺，
对于一些希望错开日间门诊、在晚上看急诊的
普通患者，我们会说明，急诊由于相对放宽疫情
监测尺度，感染风险大，劝说他们尽可能在日间
更安全的情况下就诊。
　　 4 月 2 日，上海市明确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急诊在规范防疫的前提下已全部开放。但记者
了解到，由于上海部分医疗机构转型为新冠肺
炎定点医疗机构，承接感染者治疗，部分急诊因
遇到阳性感染者处于暂时消杀阶段，急诊接待
总量较过往明显减少。同时，由于近期上海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医疗机构发现阳性感染的风险
高，给急诊服务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各家医院都在动态调整中，为急诊患者得
到救治尽力而为。”一名医护人员说。

普通门诊：非急症看病顺畅吗？

　　“我女朋友嗓子疼了很久，现在门诊可以
看吗？”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来自嘉定区
的何先生向医护人员询问。
　　“门诊正常开放，她在全科门诊看就可
以。”医护人员说。
　　何先生说，此前他已经带着女朋友辗转
了邻近的两家医院，门诊均已经暂停，只好带
着女朋友跨区就诊。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记者了解到，目
前门诊开放时间与疫情前一样，都是周一到
周六开诊，基本处于全部科室开诊的状态。一
名门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三区”划分
的动态调整，自行前来就医问诊的患者有所
增加，目前门诊单日接诊量在 4000 人次左
右，和上周相比数量有一定增长，但与疫情前
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鉴于目前大部分就诊市民以看慢性病和
配药为主，医院专门抽调各科室力量增援，增
开全科便民门诊科室，满足患者“一站式”就
诊、配药需求，减少院内人员流动。
　　“这次听说全科门诊需要加派人手，我第
一时间报了名。”中医科副主任医生王瑱告诉
记者，这一周他每天接诊都超过 100 人次。
　　“我爱人的孕期已经 39 周了，估计下周
就要入院预备生产了。”在妇产科诊室外，开
私家车从宝山区来到十院的陈先生带着妻子
正进行住院前的最后一次产检。“目前她和胎
儿的状态都还不错，马上要当爸爸了，很激
动。”陈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市大部分医疗机构
的门诊在符合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正常开诊，但
仍有部分医疗机构因配合疫情协查工作暂停
医疗服务。对于暂停医疗服务的机构，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会在“上海发布”公布名单。
　　记者了解到，受医疗资源和转运力量的
限制，对于一些患者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群和
没有私人车辆的患者来说，就医难问题仍然
存在。

用药：居民药单能配齐吗？

　　疫情期间，由于配药物流运力不足，加之
一些药品需要按照患者具体情况调整处方后
开具，线下配药仍然是很多患者尤其是老年
患者的主要选择。

　　目前，上海已明确要求，相关医疗机构要
开辟绿色通道，服务市民疫情期间的配药
需求。
　　采访中，一些患者向记者反映，虽然“健
康云”开通了线上配药渠道，但配药等候时间
较长。对此，上海市有关方面表示，正在全力
改进，从技术、运力等多个层面提质扩容，协
调邮政车辆参与药品运送“绿色通道”，与药
品物流仓库和街镇配送点以“接力”方式向终
端运输，尽快满足市民需求。
　　同时，上海市正在按“应开尽开”要求推
进零售药店恢复经营并向社会公布名单，努
力释放药店社区药品供应服务功能。
　　在上海市同仁医院，医院文员薄禄梅推
着一辆装得满满当当的小推车，穿梭在门诊
大厅。记者看到，小推车里装的是一袋袋已经
分装好的药品。
　　“xxx 在吗？你的药配好了。”在门诊大
厅外，薄禄梅和同事将配好的药品分发给室
外等候的市民。薄禄梅告诉记者，这样的“一
来一回”，她每天要重复三十多遍。
　　疫情期间，同仁医院线下配药服务一直
持续运行。为避免人群聚集，方便环境消杀，
医院在门诊大厅外的广场上搭建帐篷，设置
临时“简易门诊”。工作人员在室内完成交单、
取药后，再将药品拿到室外分发。
　　考虑到不同人群配药数量存在差异，医
院还将室外区域分为志愿者“代购”大单接待
区和“散客”小单接待区。
　　“医生，这是我们小区的单子，您看一下
能配齐吗？”在“代购”大单接待区域，来自普
陀区长征镇的社区志愿者朴韩赫一手拉着一
辆折叠小推车，一手将 140 多位居民的医保
卡和用药需求单递给医生。
　　朴韩赫告诉记者，这份需求单上面有用
药人的姓名、病症、用药名称等。在来医院的
前一天，他和几名志愿者一起摸排了社区居
民的用药需求，并用了半天时间完成需求单
的填写。
　　“由于小区还处于封闭管控状态，很多居
民不便外出。了解到这里可以配药后，我们就
向社区提了外出申请，希望今天能把所有居
民的药一次性买齐。”朴韩赫说。
　　门诊办公室主任戴云表示，由于近日“三
区”划分的动态调整，能走出小区来配药的市民
越来越多，也有市民反映排队的时间过长，排队
秩序要进一步规范。后续，门诊将会进一步调整
优化，逐步开放一些室内空间对患者进行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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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记者李春宇）记
者从 24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4 月 23 日 16
时至 24 日 16 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 21 例，含确诊病例 16 例、无症状感
染者 5 例，其中朝阳区 11 例、房山区 6 例、顺
义区 2 例、西城区 1 例、通州区 1 例。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4 月
22 日以来，北京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者 41 例，涉及 5 个区。初步流调结果显示，目前

病毒已隐匿传播了 1 周，短期内出现了多代病
例。41 例感染者中，近四分之一为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老年感染者中 50% 未接种新冠疫苗。
　　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
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即日起将朝阳区潘家
园街道松榆里社区定为高风险地区，将朝阳区
潘家园街道松榆东里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
至目前，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 1个，中风险地
区 1个，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蓓蓓介绍，朝阳区

目前共判定密接 1230 人，已划定 14 个封控
区，涉及朝阳区的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涉
及外区的均已转办协查。经研判，朝阳区将扩
大核酸检测范围，从 4 月 25 日起全区进行常
态化核酸检测，请上班人员做完核酸检测后再
去上班，建议两点一线，减少社会面活动。
　　杨蓓蓓说，4 月 23 日起，朝阳区暂停各
类校外培训机构所有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
暂停各类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
活动，暂停各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

训活动，暂停各类职业技能类和专业技术类
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恢复时间将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另行通知。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卫东表示，根据
近期监测，目前北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
供应充足，交易正常，各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
供应稳定。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强市场运行监
测，强化货源组织，加强重点批发市场疫情防
控管理和供应保障工作，全力做好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工作。

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21 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