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3年1月4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 十二月十三

第11948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0

邮发代号 1-20

http://www.jkb.com.cn

编 辑 严少卫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1月3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关
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
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
基层组织综合管理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专业服务作用，预防和减少新冠病
毒感染重症发生，确保疫情防控“迎峰
转段”平稳有序。

《通知》要求，确保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药品、设备配备到位，必备
药品器械直达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
务站。按照服务人口 15%～20%的

标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齐配足
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的中成药、退
热药、止咳药及抗原检测试剂盒，确保
可用量始终保持在2周以上。适时将
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小分子药配送至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确保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在上级医院指导下开展社区医疗
救治。

《通知》指出，要主动做好重点人
群动态服务。发挥家庭医生联系群众
和主动服务作用，做实红黄绿色标识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以街道乡镇为单

位通过包片（村）、包户、包人等方式，
明确网格内 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
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联系服务
包保团队，每个团队至少指定1名医
务人员提供专业指导。为重症高风险
人群和困境儿童发放“健康包”。

《通知》强调，扩大吸氧和血氧监
测服务，扩充院前急救转运能力。确
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能够
及时为门诊患者、居家治疗患者及养
老机构老年人提供氧疗或氧气灌装服
务。增加指夹式脉搏血氧仪（以下简

称指氧仪）配备数量，确保每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配备20个
以上、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
室配备2个以上。确保急救电话24
小时拨得通、有车派、出车响应时间较
日常无明显延迟。加强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护车配备，确保
每个机构至少一辆，并接受“120”统
一调度。

《通知》要求，加强医联体牵头医
院对基层的支撑，加强基层医务人员
全员培训，使基层医务人员（包括乡村

医生）在短期内熟练掌握新冠重点人
群分级分类服务方法、感染症状观察、
感染者居家管理和治疗、中医药救治
和康复诊疗、低氧血症早期发现、呼吸
困难评估和问诊方法、指氧仪使用、重
要转诊指征以及小分子药物适应证和
正确使用方法等。

《通知》强调。将做好基层重点人
群动态服务、强化“保健康、防重症”各
项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效与相关重点工
作的考核、资金分配、评先评优等相挂
钩，切实发挥考核激励导向作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通知要求——

强化新冠感染基层救治能力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消除艾滋病、梅毒
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2022—
2025年）》。《行动计划》提出，至2025
年，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至2%以
下，先天梅毒发病率下降至50/10万
活产及以下，乙肝母婴传播率下降至
1%及以下；2/3以上省份在实现结果
指标基础上，实现消除母婴传播其他
主要评估指标。

《行动计划》提出，规范开展预防
母婴传播服务，提升预防母婴传播数
据质量，加强实验室管理，保障感染者
权益、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参与四个
方面主要策略措施。《行动计划》具有
3个主要特点：

一是推动建立整合的消除母婴传
播服务模式。我国是率先提出消除艾
滋病、梅毒和乙肝3种疾病母婴传播
的国家。近年来，我国将预防母婴传
播服务与妇幼保健常规工作和孕产期
全程服务有机整合，以预防艾滋病、梅
毒和乙肝3种疾病母婴传播为特色，
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1年，世
界卫生组织在总结我国经验基础上，
更新发布《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
婴传播技术指南》，倡导消除3种疾病
母婴传播。《行动计划》对建立整合的
消除母婴传播模式提出目标要求和具
体措施。

二是注重全过程规范管理。《行动
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孕早期艾滋病、

梅毒及乙肝检测服务流程，完善以感
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为中心的服务模
式，规范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随访
管理，健全流动个案追踪随访和信息
对接机制，保证服务的连续完整。在
服务过程中，强调对预防母婴传播服
务全过程管理，通过个案分析完善对
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的服务，并针
对薄弱环节重点改进，为消除母婴传
播提供坚实支撑。

三是强调社会参与和多方合
作。《行动计划》提出，引导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消除母婴传播行动，在疾病
防治宣传教育、高危人群行为干预、
随访服务、关怀救助等方面协同开展
工作。

三种疾病消除母婴传播目标确定

统筹资源，组建团队，扩容床
位……面对新冠感染高峰，各地
医疗机构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救治患者
他们在“奔跑”

《健康报》可继续征订

《健康报》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管的，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卫生
行业报，主要宣传党的卫生健康方针
政策，报道医药科技进展和健康防病
知识，宣传卫生健康战线的先进典
型，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发挥出了行业宣传主阵地作用，创
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2023年，《健
康报》补订工作正在进行（邮发代号：
1-20），欢迎广大读者到当地邮局
（所）继续订阅。

□本报记者 崔芳 谢文博

“三年疫情防控期间，中医药发挥
了很重要的作用。”1月3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在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
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
琦表示。

黄璐琦介绍，这些作用包括：对
患者可以分层干预，患者可以选择对
症使用的中药，居家进行治疗。对于
轻型、普通型患者，中医药治疗可以
缩短病毒清除时间、缩短住院时间，

缓解临床症状。对于有可能转重的
患者，及早进行中医药干预治疗可以
降低转重率。对于重型、危重型的
患者，可以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有
效阻断或减缓重症向危重症的发
展，促进重症向轻症的转变，降低病
亡率。

此外，在康复中，中医药可以对核
酸转阴后的遗留症状对症治疗，发挥
整体调节作用等。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围绕新冠病
毒感染预防、治疗、康复等公众关心的
问题，多位专家介绍了中医药的作用、
疗法等。

风热风寒有差别

近期，很多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
想要服用中成药，但如何根据自己情
况选药成了难题。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属于中医

“疫病”范畴，即传染性很强的外感病，
“既然是外感病，不管它的诱因是风寒
还是风热，具有解表功能、治疗感冒的
药物治疗都是有效的”。

刘清泉进一步分析说，从中医理
论进一步区分开风寒、风热进行治疗，

疗效会更迅速。从临床来看，出现发
烧、畏寒、肌肉酸痛等症状，往往由风
寒导致。对于这类情况，建议服用疏风
解表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如感冒清热颗
粒、荆防颗粒、正柴胡饮颗粒等。

如果出现高烧、咽喉疼痛明显，没
有明显怕冷的感觉，只是肌肉酸痛、乏
力、咳嗽，可能是风热诱因所导致。这
时要用一些疏风清热或者化湿解表、
清热解毒类的中成药，建议按照国家
中药管理局印发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中推荐的中成
药，如连花清瘟胶囊（颗粒）、金花清感
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宣肺败毒

颗粒、清肺排毒颗粒、热炎宁合剂、银
翘解毒颗粒、蓝芩口服液、复方芩兰口
服液、痰热清胶囊、双黄连口服液、抗
病毒口服液等，选准一种服用。

药膳功法选对路

除了预防、治疗，在康复过程中，
不少新冠病毒感染者想尝试一些中医
药食疗或者养生功法，但由于网上这
类信息复杂多样，患者反而无从下
手。对此，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
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康复，药膳调理第
一是补气，第二是健脾，第三是润肺，
第四是安神。

有疲倦、乏力、睡眠不佳情况的，
可以打太极拳、做八段锦和五禽戏等，
或者晚上睡觉前用生姜、艾叶泡脚。
康复后仍有深痰的老年人，可以在医
生指导下练习做呼吸操。“中医药在康
复过程中有非常好的组合拳，我们要
广泛挖掘。”张忠德说。

专家解读新冠感染中医药治疗

□实习记者 段梦兰 吴风港
本报记者 崔芳

“真的不用派人来帮我，去更紧急
的地方吧。”两周前，上海市松江区医
疗急救中心新浜分站急救医生曾慧丽
用略带嘶哑的嗓音说出这句话时，已
经连续工作了四天三夜。与此同时，
曾慧丽的同事也都在超负荷运转。

急救电话呼入量翻出多倍、患者
数激增、人手不足、车辆紧缺……连日
来，全国多地院前急救面临重大考

验。如何正视挑战、迎难而上，全力保
障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各地急救战线
医务工作者用行动做出回答。

扩容，提高呼救应答能力

“2022年12月29日，接听电话量
达到3494个，相较以往增长91%。”
上海市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急救科科
长顾颖说这话时，该中心调度室里的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一边快速

敲击键盘一边接听电话。为了保证呼
叫接听率，调度室紧急增设备用调度
室，专门安排带病返岗的调度员在此
工作。

“主城区的电话线路扩容到以往
的10倍，调度席位扩容5倍以上。”浙
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
副主任张燕军说，自2022年12月16
日以来，急救电话量明显上涨；12月
28日，24小时接听电话量已有3800
多个，是2021年同期的3倍以上。该
中心紧急扩容“120”电话线路和调度
席位，接收数量激增的求救信号。

1000 多公里外，最早迎来呼救
“洪峰”的城市之一——北京，接线扩
容工作早早展开，多线应对。2022年
12月9日，北京市急救电话呼入总数
已达3.2万个，达到平时的6倍且仍有
上升趋势。对此，北京急救中心紧急
启动“120”电话系统扩容工程，连夜
派人到外地采购相关扩容设备，次日
即实现配套设备翻番。经过不断扩
容，目前，该中心相关设备可保障720
个市民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设
备增加的同时，人员也要配备到位。
该中心倍增电话接线席数，未接起的

来电数量由扩容前每24小时1000余
个减少至零。 （下转第2版）

院前急救，再难也全力应答

入户服务

1月2日，安徽省淮北市杜集
区石台镇刘庄村村医陈修峰额头
上贴着退烧贴，带病入户给高龄
老人诊疗。

特约记者李春辉摄

吉林“云上妇幼”
培训感染防控管理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 通讯
员郑永焕）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通
过“云上妇幼”平台，开展全省孕产妇
和儿童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管理培训，
指导各地做好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
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保障母婴安全。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吉林省妇
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围绕最新版孕产
妇和儿童的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展
开培训，就助产机构全院层面应对建
议、产科不同部门管理建议、孕产妇健
康指导及新冠病毒感染孕产妇的新生
儿围生期的处理原则、确诊新生儿的处
理原则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和指导。

关注新冠感染救治

陕西开展
中医药战“疫”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卓坤利）近日，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发出通知，要求从2023年元旦至2月
中旬，在全省开展“中医有担当·温情暖
三秦”中医药战“疫”主题活动，全省各
级中医医院、中医药医疗机构、企事业
单位等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举办
一批中医义诊活动，开展一批中医药科
普活动，赠送一批中医药抗疫物资。

该局要求，各单位在社区、养老机
构或深入乡村开展以中医药服务为主
的义诊活动，做好新冠感染以及冬春
季常见多发疾病等的预防和救治；组
织人员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中医
药科普宣传，通过图文、短视频、直播
等形式，向公众科普中医药政策、中医
药抗疫知识、中医药健康常识等。

贵州给133万老人
发防疫健康包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济林）自1
月2日起，贵州省向133万多名65岁
及以上老人，每人发放1个防疫健康
包。防疫健康包包括解热镇痛类退烧
药、止咳药、中成药、中药汤剂，以及
10只医用外科口罩、1瓶医用酒精、2
支核酸检测抗原试剂等。

据介绍，贵州省对全省430多万
名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摸底排查，落
实分级分类管理。其中，对45.8万名
基础疾病不稳定、失能老人等重点人
群和87.4万名次重点人群进行定期
随访，指导居家健康监测治疗。

截至目前，贵州省派出近千支巡
回医疗队，从县到乡镇开展巡回诊疗
工作；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下沉2万多人次医护人员，到村级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救治。

河南五个全覆盖
强救治优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河南
省召开农村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
会，要求进一步完善措施、强化落实，
确保实现“压峰”转段、顺利度过流行
期，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村群众身体健
康和农村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河南省要求，发热门诊乡村全覆
盖，发热诊室、发热门诊应设尽设、应开
尽开；对症施治药物保障全覆盖，加强
发热、止咳、解痛类药品储备；特殊人
群上门问诊全覆盖，摸清村组内合并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孕产妇、留守儿童
等群体健康情况，提供健康监测、用药
指导、抗原检测等服务；三级医院分区
包保全覆盖，健全城乡医疗机构对口帮
扶机制；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