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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叶龙杰

上海市是国内家庭病床服务的先
行者，从1987年发布《上海市家庭病
床实施办法》到2010年实施家庭病床

地方标准——《家庭病床服务规范》，
再到2019年推出《上海市家庭病床服
务办法》，“病床设在家、医生走上门”
的服务形式在居民中的存在感逐年提
升。2022年，该市设家庭病床近8万
张，这成为推进这座城市健康老龄化

的重要一环。

多年未出门的老人

“咚咚咚……”在上海市静安区和
源名城小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家庭医生卢万琪敲响大门后，
89岁的姚奶奶颤巍巍地在屋内挪动
脚步。脚步声慢慢由远及近，等了一
阵子，门终于哐当一声打开了。

眼前的姚奶奶银发满头，身形略
为佝偻，背后是收拾得干净整洁的两
室一厅。“护工昨天刚来过，屋子给收
拾了。”姚奶奶说话不是很清晰，说完
一句话后就望向卢万琪。

多年打交道，卢万琪熟知姚奶奶
的家庭情况：一人独居，儿子就住在上
一层楼，但儿子也已70岁了，本身也
需要人照顾。姚奶奶曾经患过脑梗、
胃癌，近段时间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症
状不稳定，申请在家开设家庭病床；因
为腿脚不便，她已经多年未出门、下
楼，也就是站在卧室的窗口旁，看看外

面的世界。
像姚奶奶一样，有一些人因年老

体弱、行动不便、缺乏亲友陪伴等原
因，常年无法下楼，成为“空中一代”。
近年来，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生
活照料的难题，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提供护理保
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关爱相关人
群；国家还对“构建城乡老年助餐服务
体系”作出具体部署，许多地方开始普
及老年食堂，对食堂建设、老年人用餐
等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

在饮食起居之外，一旦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身患疾病，又该如何破解？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印发
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了一条路，对
行动不便、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残疾人
等确有需求的人群，要结合实际提供
上门治疗、随访管理、康复、护理、安宁
疗护、健康指导及家庭病床等服务。

上海市老龄化早于其他地区，关
于家庭病床的探索也较早开展。在上
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家庭病床科质控组组长徐光铮

回忆，他从1988年开始就在家庭病床
科工作，当时的社区中心叫“地段医
院”，科里同事每人管着二三十张病
床，居民也习惯家庭病床的设置。每
当上门服务时，他就背上装着血压计、
听诊器、药品的出诊包，骑上自行车向
居民家蹬去，每个月因此还有10元的
自行车补贴。

30多年过去了，徐光铮的“坐骑”
换成了电动助力车，上海市的人口老
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家庭病床的支
撑作用更为凸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占总人口
的23.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404.9万人，占比为16.3%。

（下转第2版）

一座城市8万张床，需求来自哪里

□本报记者 赵星月
通讯员 奚晓蕾 王炬亮

“一老一幼”是健康促进的重点关
注人群。许多医务工作者深有感触：
将健康教育融入诊疗与康复服务中，
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通报的2022年健康促进医院
优秀案例中，来自多家医院的积极实
践汇聚成健康促进惠及“一老一幼”的
有益经验。

讲科普就像“滚雪球”
取材于听众，反馈于听众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导致 0~14
岁儿童死亡的首位原因。“让孩子做自
己健康安全的第一守护人，让家长做
孩子健康安全的第一监护人”是神经
外科副主任医师郑继翠在“儿童无伤

害”倡导公益行动中不断传达的理念。
2015年，郑继翠所在的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成立“儿童伤害预防与
急救”青年志愿服务团队。“团队中有
来自骨科、普外科、心理科、神经外科、
新生儿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的医务
人员，也有医务社工，成员之间博采众
长，共同致力于儿童伤害预防与急
救。”郑继翠说，团队既防“害”于未然，
又减“害”于已然。

针对健康儿童及其家庭，团队推
出意外伤害预防医学科普课程，通过
参与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让儿童
青少年的安全意识从认知提升逐渐到
影响行为。“针对跌落、溺水、烧烫伤等
常见儿童伤害类型，我们设计了很多
趣味教具，力求寓教于乐。”郑继翠说。

对于遭受意外伤害的儿童及其家
庭，团队开展需求评估和床旁咨询，以
减少家庭成员间在事故发生后的自
责、互责情绪，并总结成标准化服务模
式，避免类似伤害的再次发生。

“国外研究发现，当遭受意外伤害

的儿童回归社会后，他们中有一部分
人会再次遭受类似的意外伤害。因
此，控制儿童伤害危险因素至关重
要。”郑继翠介绍，该院首创的床旁咨
询通常在患儿出院前一天开展，这是
养育人最期待获得居家看护指导的时
刻。借此时机，团队成员与患儿家人
围坐在一起，分析事故风险点及规避
方法。

床旁咨询不追求面面俱到，而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曾有1名4岁儿
童在玩耍中不慎从3层窗台跌落。其
父母表示，孩子出院后，他们就要从3
层搬到1层住。”郑继翠说，其实患儿
父母并未抓住主要矛盾，即使搬到1
层，孩子仍有从窗台跌落的风险。于
是在咨询中，郑继翠引导患儿父母复
盘跌落发生的全部过程，分析儿童伤
害危险因素，并就此对家居布局、防护
措施设置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
根据这个年龄段孩子好动的特点，教
给孩子父母如何调整看护习惯。

“孩子父母听后恍然大悟，‘原来

不换房子也能解决问题’。在后续的
电话随访中，我们得知患儿再未经历
类似的事件。”郑继翠回忆。

“讲科普就像‘滚雪球’，不必在意
初期效果甚微。”在郑继翠看来，给儿
童家庭讲科普，不要照本宣科，要将临
床案例转化为鲜活素材；不要自说自
话，要尝试互动式教学，鼓励儿童和家
长勇于表达，在交流中持续挖掘素材，
正所谓“取材于听众，反馈于听众”。

由被动转向主动
“糖友”变身“控糖达人”

糖尿病属于终身性疾病，而老年
患者的普遍困境在于自我管理不得
法、不奏效。为此，湖北省黄石市中心
医院于2016年 6月成立“欢聚e糖”
糖尿病居家照护团队，探索开展“互联
网+”糖尿病居家管理项目。

（下转第3版）

牵起“大手”和“小手”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国际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11月12
日，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
心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共同主办的

“努力推进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务”心
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国际交流活动在京
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雪涛
出席活动并致辞。

曹雪涛在致辞中指出，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
门在全国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试点、推进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居
民心理健康素养得到有效提升。曹
雪涛强调，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世
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的
社会问题，中方愿意持续深化与世界
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
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分享中
国经验，借鉴国际先进做法，为提高全
球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水平作出
积极贡献。

活动发布了《世界精神卫生报告》
中文版，展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
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项目成果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包》和《青少年
心理健康同伴支持工具包》。

开栏的话

在居民家中设置一张病床，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医务
人员工作负荷、医保是否报销、
医疗质量能否保障等方方面
面。然而，面对银发人群日趋增
多的现实，开展家庭病床工作的
社会需求又日益变得强烈，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上一项有待完
善的课题。

解难题，为的是民生更有保
障。今年以来，多地纷纷加大家

庭病床工作的推进力度，保需求、
扩床位、提质量、解难题，让许多
空巢、独居的老人感受到了关怀
和温暖。与此同时，更多的医务
人员带着专业技术来到居民家
中，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氛围中
完成对生命的呵护。

当前，我国家庭病床现状如
何？患者获得了哪些保障？家庭
病床服务有质量保障吗？如何才
能积聚发展动能？带着这些问
题，本报记者近期分赴上海、福建
厦门、浙江湖州、广东广州，进入
居民家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编 辑 张 漠

健康促进医院观察②

□本报记者 崔芳

新冠疫情之后，为什么感觉身边
呼吸道传染病反而更多了？相对于成
人，儿童感染肺炎支原体的比例为什
么更高？进入流感流行季，感染何时
达峰？网传的各种应对手段，到底靠
谱吗？随着各地入冬，呼吸道疾病已
进入高发季，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
加，公众相关疑问也逐渐增多。11月
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
关情况，并邀请相关专家有针对性地
进行答疑解惑。

发病水平“回归”常态
多病原体叠加感染少见

近期，不少人感觉，较之往年，今
年的呼吸道传染病突然增加了不少。
对此，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童朝晖解释，大家觉得和前三年比，今
年的呼吸道疾病好像增加了。其实每
年冬季都是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发季
节，今年这些疾病的特征和往年一样，
发病率没有比往年高。公众产生这类
疾病“突增”的错觉，主要是由于此前
新冠疫情期间大家采取严格的呼吸道
防护措施，一些急性呼吸道疾病比其
他年份减少。“近三年全球范围监测的
支原体感染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童
朝晖指出，随着防控的常态化，今年这
些疾病的发病水平又回归到疫情前的
表现。

还有说法认为，今年冬天将迎来
呼吸道病毒感染最复杂的阶段，多个
呼吸道疾病叠加。对此，童朝晖表示，
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鼻病毒、偏肺病毒、腺病毒、肺炎支
原体等都是冬季常见的呼吸道病原
体，有些病原体在人群呼吸道中有一
定的定植，所以它可能和人体共存。
在冬季气候干燥气温低的情况下，感
染人体的机会会增加。因此，临床上
会出现两种及以上病原体被检出来的
情况。“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而且

不一定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童朝
晖介绍，虽然有些病毒没有特效药物
治疗，但是呼吸道病毒的感染有一定
的自限性，不需要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对症采取缓解症状治疗，患者就能康
复。建议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以及
免疫力低下的特殊人群及时就医，由
医生判断病情，进行相应治疗。

肺炎支原体感染多为儿童
家长自行用药有安全风险

在众多冬季呼吸道疾病当中，近
期最受关注的是肺炎支原体肺炎。不
少家长发现，相较于成人，孩子似乎特
别容易“中招”。发布会上，童朝晖肯
定了这种感受：“我院近期肺炎支原体
核酸检测统计显示，成人检出率为
5.59%，儿童是40.34%。”他指出，肺炎
支原体是我国5岁及以上儿童最主要
的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体，北方地
区在秋冬季流行，南方地区一般是在
夏秋季流行，在儿童中每3到7年会出
现地区周期性流行。童朝晖还介绍，
与往年相比，今年儿童感染肺炎支原
体呈现低龄化的趋势，3岁以下的儿
童也会被感染，但病情没有明显加重。

为什么相对于成人，儿童感染肺
炎支原体的比例更高？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解
释，儿童更容易感染肺炎支原体，一是
因为儿童免疫系统发育不够健全，容
易被感染；二是肺炎支原体具有相对
比较强的传播性，常可通过呼吸道飞
沫或者密切接触传播，学校和幼儿园
的人群密集程度相对较高，便于病原
体较快传播。此外，肺炎支原体感染
的潜伏期较长，携带者和患病人群都
有一定传播性，因此被交叉感染的机
会较多。 （下转第2版）

又到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今年有何不同

深秋十月，《健康报》采访团
队来到南疆，走进喀什和阿克苏
的受援医院，走进被改变命运的
患者家中，用7天时间，近距离观
察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带来的
变化。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天山南麓的
健康梦

食盐科普课
进校园

11月13日，安徽省合肥市蚌
埠路第二小学邀请盐业公司工作
人员开展“科学用盐 健康生活”
食盐科普课，为学生们讲解科学
用盐、健康减盐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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