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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医院接诊量恢复至日常水平
专家门诊“一号难求”来沪病人逐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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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 2 月下旬， 伴随着上
海各行各业走出疫情迅速回

暖， 上海各大医院门诊和手术
量呈现强劲反弹趋势。 连日来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 感受到了
当下日渐恢复的医院实况。

热门专家约到 3月下旬
外地病人又多起来了
近日， 记者来到位于虹口

区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医院门诊大楼。 时间刚过了挂
号早高峰， 但当日所有的专家
门诊已基本满号， 譬如推拿科
专家孙武权的门诊已经预约到

了 3 月中旬。 在一楼专家门诊
候诊区， 记者找不到一个空闲
的候诊椅。不仅候诊病人多，让
人意外的是，以往 10 点过后才
会进入高峰的取药窗口， 已经
早早排起了队。

“取药怎么这么早就有这
么多人？ ”记者连续询问了多位
患者，被告知“怕人多，早上抢
了第一波门诊号， 早点看好心
定。 ”

记者在瑞金医院看到 ，上
个月还是“急救车川流不息”的
急诊楼门前清静了很多， 而一
旁的门诊大楼则已经完全恢复

了昔日人来人往的喧闹。 通过
现场查询，记者发现，这家医院
的主要内科如内分泌科、 高血
压科、 呼吸科等的专家门诊基
本已经预约到了 3 月下旬 ，只
有少数专家本月出诊日的下午

3 点档还有少量名额。
如果说工作日本来就是看

病高峰，那么周末情况又如何？
以本市虹桥地区的区域性医疗

中心、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同
仁医院为例，记者在上周六、日
两次探访，发现病人并不少。譬
如在门诊大楼的检验室， 双休
日上午 9 点的抽血号已经取到
了 100 多号， 候检大厅座无虚
席。

“我是低密度脂蛋白指标
超标 ,去年 11 月份开始吃药治
疗， 本打算 12 月 26 日来找姜

绮霞主任复诊， 后来阳了就一
直在家休息，现在年过完了，疫
情也翻篇了， 乘着周末来把血
抽好，下周就能正常复诊了。 ”
家住仙霞大郡的许先生告诉记

者， 对于他这样的慢性病人来
说， 前两个月不敢来医院看病
的日子太难熬了， 现在一切都
正常了，“我的心很定， 真的很
好！ ”

地处浦东的一家三甲医院

特需门诊管理人员刘先生非常

振奋地告诉记者， 由于岗位职
责需要， 他每天都在各个门诊
间负责协调工作， 亲身感受到
上海这座城市走出疫情阴霾的

整个过程：从去年 12 月中旬开
始，门诊病人“一天比一天少，
慢慢地就消失了”，又在春节过
后 “突然间全部冒了出来”，并
且“每天病人都在增加”，“感觉
自己脚底就像生了风一样 ，很
忙但是很开心， 大家正常的生
活又回来了”。

另一个强劲复苏的信号是

从医生们的手术室发出的。
“一整天 ，从早到晚 ，我们

科做了胃镜加肠镜近 200 台 ，
快赶上疫情前的量了！ ”一家医

院内镜中心护士长告诉记者 ，
当日有十几个病人是从浙江 、
江苏赶过来做内镜的，“疫情 3
年里， 我们科最大的变化就是
长三角的病人明显减少， 现在
人一点点又回来了。 ”

“昨天 10 台手术 ， 今天
11 台！” 作为上海一家以骨科
见长的医院的高年资医师， 小
高医生对记者说， 从医 18 年，
几乎一直是睁开眼睛就坐诊 、
做手术的工作状态， 在疫情最
严重的前两个月一下子闲了下

来， 虽然去发热门诊支援时也
是一样忙 ， 但心里却空落落
的。

社会流动性增加
就诊需求出现井喷
“从 2 月份以来，我们的门

诊量、 手术量和住院量都是稳
步增加， 已经恢复到了日常诊
疗水平。 ”仁济医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目前医院的日均手
术量在高峰时已近 400 台。

“我们的门诊量稳步提升
了， 四个院区门诊总量从春节
前日均 13000 余人次增长到目
前日均 18000 余人次 。” 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部主任

邱智渊告诉记者。
据岳阳医院统计， 春节后

门诊每日的接诊人次在 8000-
9000 人次左右 ， 较春节前上
涨 10%。 急诊每日接诊人次在
400-500 人次， 较春节前回落
约 50%。 近期外省市来沪就医
患者明显增多 ， 尤其是风湿
科 、 肝病科 、 肾病内科等科
室， 外省市来院就诊患者约占
科室总人数的 30%。

上海各大医院病人迅速回

流， 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新冠发
热和呼吸道重症就医潮挤压 ，
前几个月人们的正常就医需求

被延后、 积攒到了春节以后 ，
导致门诊、 择期手术和住院人
数集中放量。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
患者的就诊需求也在增长 。 ”
邱智渊指出， 节后各行业开工
后， 很多人从前阵子修生养息
的慢节奏状态， 一下子又转换
到快节奏的工作状态， 身体的
不适应、 疲劳等问题涌现， 也
由此产生了新的就医需求。 华
山医院 “新冠康复系列专病门
诊” 节后病人明显增加， 其中

有不少中青年白领近期因为快

节奏工作后出现失眠、 乏力等
问题。

新一轮就医高峰或到来
做好准备心不慌
据预测， 随着社会各行业

进一步复苏， 下一阶段各大医
院的病人还会加速回流， 或迎
来新一轮就医高峰。 为了有更
好的就医体验， 在此给市民以
下建议：

1.预约专家门诊 ，什么样
的预约渠道相对好用？

建议第一次看诊前通过医

院微信公众号预约， 号源信息
最充分； 复诊病人可以在看完
一次门诊时，直接在医生（或助
手）这里进行下一次诊间预约，
更方便直接； 也可以咨询签约
的家庭医生能否代为预约。 上
海 25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
全面覆盖家庭医生 “双签约
制”，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
有各自对应的大医院的专家号

资源， 为签约居民提供转诊便
捷。

2.挂专家号 ，巧妙利用冷
门时段。

专家门诊一号难求， 但有
时候也可以“捡漏”。通常周一、
二、三是就诊高峰，上午时段病
人更集中。 相对来说，下午、周
五是就诊冷门时段。 大家可以
关注专家预约信息， 有时候下
午 15 点-16 点之间往往会有
“可约”名额放出。

3.充分利用好各大医院的
互联网医院。

经过疫情三年， 上海互联
网医疗得以飞速发展， 上海市
级医院已经全部开设了互联网

医院，主要的专科、专家都设立
了互联网诊间。

如果你是复诊病人， 需要
定期续方配药或者开具检验检

查单， 建议通过互联网医院完
成这一环节， 可以节省很多时
间。

图为近期上海医院门诊病

人迅速回流，在上海同仁医院，
周末的门诊抽血病人也不少。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李蓓） 为贯彻 《上海市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 修正
案， 今年 2 月 6 日起， 松江
区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会

同卫监 、 公安 、 文旅等部
门， 开展为期两周的电子烟

专项执法行动。 记者昨日获
悉， 本次行动中， 卫监部门
对在禁烟场所吸电子烟的个

人及未履行禁烟义务的场所

作出行政处罚 ， 共计 4400
元。 这也是本市首开 “电子
烟” 罚单。

此次电子烟专项执法行

动中， 松江区卫生监督执法
人员分别前往大型商圈、 重
点场所以及投诉较多的办公

楼宇等禁烟场所， 开展进驻
式监督检查。 执法行动由两
名卫生监督员、 一名社区卫

生辅助执法人员和一名物业

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 ，
通过现场执法和监控探头调

阅的模式， 集中人力开展驻
点巡查， 实现现场巡查、 违
法查处和宣传科普的闭环监

管效果。 据统计， 为期两周

的专项执法行动， 共检查 80
户禁烟场所。 其中， 查处在
禁烟场所吸电子烟且不听劝

阻 4 人 ， 罚款共计 400 元 ；
查处禁止吸烟场所单位未履

行禁烟义务的 2 户， 罚款共
计 4000 元。

上海首次对“电子烟”开具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