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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站式医疗保障
近年来，上海不断探索分级诊疗

模式，通过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

搭建区域内医联体平台，使各种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社区。中国社区卫生协

会中心主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上
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杜兆辉在讲座中表示，目前，中心开

设了“东方医院-上钢社区房颤专病
联合门诊”，中心十分重视房颤的一

级预防，对高危人群进行尽早干预，
在社区及早发现、及早识别，对于有

需要的患者将安排预约转诊，为房颤
患者到东方医院就诊开通绿色通道。

患者康复出院回到社区后，家庭医生
还将与患者、家属紧密联系，承担起

后续的随访责任。

“有些居民会担心，社区会不会
水平不够？片子看得懂吗？我很明确

告诉大家，在社区做检查，所有的报
告都可以上传到东方医院的房颤团

队，由专家看片。”杜兆辉说，大众尤
其是房颤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及规范

化治疗的认知、老百姓最关心的基本

医疗常识和慢性病自我管理能力，都
可以通过专病联合门诊、家庭医生签

约等措施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多种
形式，不断实践家庭医生守门人的作

用，努力使签约居民从“看病难”到
“绿色一站式”全程医疗保障。

抗凝治疗是重中之重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心内科

常务副主任、心律失常中心主任杨

兵教授说，房颤最大的危害是形成
血栓，导致脑卒中，也就是老百姓常

说的脑中风、脑梗塞。但需要警惕的
是，也有部分房颤病人没有任何不

舒服，因此房颤会被很多患者忽视，

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作为常见的心内科疾病，房颤
现在一般采用射频消融、左心耳封闭

术等手段控制治疗房颤。”杨兵说，虽
然脑子生病“中风”了，但病根子却在

心脏“左心耳”，因此治疗的时候就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是

对血栓进行根本性的预防和治疗，抗

凝治疗是血栓预防的重中之重。
房颤时 90%以上的血栓是在左

心耳形成的，根本性的预防血栓形
成、防止脑卒中发生的措施就是———

左心耳封堵术。在大腿根部打个针，
通过微创导管将封堵伞送到左心耳

封堵住开口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把房
颤血栓形成的关键部位封住，从而达

到预防房颤导致的脑卒中发生。不
过，在社区房颤门诊中，杨兵也经常

发现老百姓对房颤有三种常见误区：
一是不知道，二是不重视，三是不能

坚持服用抗凝药物。他认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应发挥更好的患者管理

作用，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我
管理的积极性。

上海成立房颤中心联盟
心脑血管疾病是上海地区的常

见病、多发病，上海市房颤中心联盟

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李毅刚教授表示，上海成立

了全国首个房颤中心联盟。上海市
房颤中心联盟统一规划所属各房颤

中心建设的认证进度，更高效地推

动房颤中心建设相关的培训和质控
工作的执行，并进一步推动房颤中

心与社区基层医院的联动，充分发
挥区域联盟“示范先行，上下联动”

的作用。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上海市体育局、新民晚报社主
办，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协办，拜耳中国、华氏

大药房等支持。 首席记者 左妍

房颤：发病在心 伤害在脑
“新民健康大讲堂进社区系列活动”昨举办首场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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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昨天下午，新民健康

大讲堂进社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首场科普讲座暨第 61届新民健康

大讲堂来到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未来 2个多月内，新

民健康大讲堂将深入全市多个社
区，举办 7场线上健康科普讲座，

将通过新民网直播，学习强国可回

放收看。
本次系列活动将整合多方资

源，邀请沪上医学专家，从心脑血
管健康、母婴健康、消化道健康、家

庭虫害防治等方面，为市民解读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新知。现场观

众可通过互动提问，进一步获取自

身最为关切的健康知识。此外，7

场活动还将通过拜耳中国官微和
华氏大药房的近 300家连锁门店，

发布活动预告，以期触达更为广泛
的公众群体，提升健康科普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
启动仪式上，市卫健委健康促

进处处长王彤代表活动主办单位表

示，建设“健康上海”，对于政府主管
部门、新闻媒体来讲，任重道远。基

于这种共识，在今年秋冬季抗击新
冠疫情的关键时刻，未雨绸缪，在相

关企业支持下，共同防治威胁人类
健康的慢性疾病，提升市民健康素

养，显得尤为重要。（斯耀武）

    本报讯 （记者 郜阳 左妍）国

庆、中秋小长假将至，每到秋冬季，
流感等各种呼吸道传染病也悄然而

至。今年流感疫情趋势如何？市民又
该如何保护自身健康？上海市疾控

中心的专家日前给出专业建议。

流感病毒检出率较低
疫情让市民养成了养成了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习惯，

而这些措施也阻断了大多数传染病
的传播，尤其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传

播流行。从全国流感监测情况来看，
今年南方城市流感样病例（ILI）就

诊百分比显著低于往年一般水平，
南方城市流感病毒自第 16周开始

一直维持在低检出甚至是 0检出。

记者获悉，上海的 ILI病例标

本流感病毒检出，从第 13周开始就

一直维持在低水平，最近两个月甚
至一直保持在 0检出，说明目前上

海流感仍处于低流行期。

预防措施决不能松懈
“不过，每年 12月才是上海流

感高发季，目前判断今年流感走向

为时尚早。”专家指出，为了自己和

家人的健康，仍需要加强预防措施。

首先是保持手部卫生，提倡勤
洗手，尤其是在咳嗽或打喷嚏后、就

餐前或接触污染环境后要洗手。其
次，保持环境清洁、通风，经常打扫

居室，每天保证一定时间的开窗通
风。还有就是少去人群密集场所，以

减少可能与患病人群的接触机会。

“随身携带口罩，在密闭场所、近距

离接触他人时按要求佩戴口罩。”

市疾控中心专家还建议，咳嗽或
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

咳嗽或打喷嚏后洗手，尽量避免触摸
眼睛、鼻或口。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

呼吸道传染病有关症状，应佩戴口
罩、采用步行或私家车前往医院就

诊，若必须乘坐交通工具，应注意减

少接触其他物体表面；若发病前有外
出旅居史、异常症状人群接触史等应

及时告知医生，同时尽可能详细回复
医生有关问询。此外，在生活中保持

健康行为，如睡眠充足、营养充分、锻
炼身体等。这是增强身体素质、提高

身体抵抗力的重要保证。

每到秋冬季，各种呼吸道传染病将悄然而至

疾控专家：预防措施仍需加强

    作为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
常，目前全国有房颤患者超过 1000

万。 该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
越高，且房颤患者的卒中发生率较

无房颤者增加近 5?。 但是，房颤的公众知晓率低，

缺乏规范化的治疗。 因此，在社区设立联合门诊，将
对该疾病的早期发现、 早期干预起到积极的作用。

昨天，第 61届新民健康大讲堂走
进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周边居民进行了“房颤：发
病在心，伤害在脑”科普讲座。 这
也是 “新民健康大讲堂进社区系
列活动”的首场科普讲座。 扫二维码回看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