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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询问，在居家期间，从中医角度，是

否有非药物的办法能辅助缓解咽痛、咳嗽等不

适症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傅慧婷给出相关建议。

傅慧婷指出，在新冠病毒感染的过程中，

咽部症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早期的咽

干咽痒，到后期的咽痛、喑哑、咽喉异物感、咽

喉脓点溃疡等。在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过程

中，需以改善咽痛、利咽开音为首务。

她推荐了刮痧法：用刮痧板蘸少许润滑液，

在颈前、颈两侧及后颈部从上往下刮拭，待出痧

后，用淡盐水漱口，同时室内空气加温挟湿，使吸

入呼吸道的气体温和湿润。同时，日常饮食中，

冬瓜、丝瓜、苦瓜、绿豆汤、卷心菜、大头菜、鱼腥

草根、荸荠、无花果、雪莲果、雪梨等均具有清热

解毒利咽的功效，可以增加食用频次。咽痛期

间，忌服温热类烧烤类辛辣刺激性食物。

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留咳嗽问题较为普遍，

傅慧婷建议，首先要少食多餐，增加营养摄入，

在进食的过程中促使脾胃阳气振奋，人体才能

有足够的力量去咳嗽咳痰。其次饮食上增加

理气化痰消食之品，可多食当季的食物或水

果，如经霜打的青菜、白萝卜、芹菜、橘子、芦

柑、金橘、草莓、山楂等，进食此类蔬菜或水果

有利于宣降肺气，使咳嗽早日恢复。

她提出，咳嗽的患者还可以用生姜花椒水

足浴，每次20分钟左右，振奋人体卫表之阳气，

促进肺主气功能的恢复。 本报记者 郜阳

记者3日从上海市卫健委获

悉，为提升社区新冠救治能力，全市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迅速行动，在完

成第一轮发热诊疗扩容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防重症，保健康”目标，全

力推进第二轮扩容增能，推动新冠

重症感染者在社区层面的“早发现、

早干预、早分流”。

物资优先向社区倾斜
自2022年12月29日第二轮扩

容增能以来，截至2023年1月2日，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新增吸氧位

1711个、输液位2562个，发热诊间

238间、病床665张、心电监护仪243

台。同时，抗病毒药物（小分子药

物）、指氧仪、氧气罐等物资优先向

社区倾斜配备，社区新冠救治与防

重症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本市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扩容建设，做好相关设施设备等

增能储备，包括诊疗区域、输液区

域、氧疗区域、病房病区等，做好心

电监测、血氧监测、供氧等设施设备

配置。在居村委开展感染人群管理

基础上，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

接，对重点人群感染者，通过多种形

式增加健康监测频次。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协同居村委，逐步推进指氧

仪等设备配置，将血氧饱和度纳入

对重点人群感染者健康监测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居家治疗感染者纳入

家庭病床管理，规范提供药物、氧

疗、营养支持等服务。

加强重症早期发现、治疗与分

流是关键。本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面设置“吸氧区”，提供氧疗服

务，对于有需求的感染者，开具“氧

气票”，实施居家氧疗。抗病毒药物

及时使用，确保居民可以及时得到

药物支持治疗。社区对重点人群感

染者进行评估，在市区专家组指导

下，对符合指征的感染者，及时指导

使用抗病毒药物（小分子药物），全

力做到“早干预”。此外，依托120

家庭医生转运绿色通道、区域医联

体转诊等渠道，家庭医生团队协助

症状加重的感染者及时转运至上级

医院，尽快安排救治。

引导居民下沉就诊
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在目前发热诊疗服务的基础

上，延长发热哨点门诊时间，每周七

天全开，每天开放至晚8时，有序引

导居民下沉就诊。社区配备20个

指末氧监测仪，扩大现有氧疗区，开

放供氧接口，为居民提供充氧便

利。中心对病区进行合理的区域划

分，收治适宜于在社区治疗的患者，

床位使用率达到90%以上。

松江区九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将老年护理病房和全科病房整合

至三楼病区，开辟阳区病房。病人

总数由前期24名增至80名，近3天

共收治56名阳性病人。目前中心

及时调整药品应急目录，重点药品

每天盘点，积极拓展替代目录，包括

小分子药物的采购。中心积极与区

内二三级医院对接，有序引导居民

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嘉定区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根据夜门诊开诊时间，同步延长

夜间补液至21:00，并开放双休日补

液。目前每日补液量约为35人次，

其中90%为承接上级医院补液服

务。利用现有空间设备又增加20个

输液位，可保障50人同时输液。

据悉，本市组织市级培训，邀请

市级专家对社区医务人员开展新冠

基层救治培训。各区组织不同形式

培训，并通过医联体支援、驻点巡诊、

专家派驻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业务、技术等支撑。下一

步，本市还将继续推进社区新冠救

治，继续挖掘潜能，拓展服务区域，加

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对接街镇、居

村委，做好对重点人群与阳性感染者

健康管理，加强药物使用、氧疗、营养

支持等对症治疗，及时发现与甄别

“重症”风险人员。利用120转运绿

色通道，依托区域医联体双向转诊

渠道，协助及时转诊，不断促进“早

发现、早干预、早分流”。

本报记者 左妍

社区医院持续扩容增能缓解三甲医院就诊压力

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吸上氧

不吃药能帮助缓解咽痛咳嗽吗？

一个上午没空喝水
32岁的周蒋丹小个子、大眼睛，

特别有亲和力，在漕泾镇做了10年

乡村医生，是土生土长的海涯村人。

卫生室位于漕廊公路985弄

604号，挂号、问诊、开方、拿药等都

在一间45平方米左右的诊室内完

成。这天上午，21岁刚毕业的乡村

医生蒋皓成协助小周工作。8时开

诊，但他们7时30分就忙开了。小

周说，这里之前门诊量平均每天四

五十人，以配老年人慢性病的药为

主。但最近一个月基本都在80到

100人。

“我好像有点感冒了，会不会

有什么问题？”8时许，70多岁的张

先生来到卫生室，略显不安。小周

知道老张有基础病，给他量了体温

——38.1℃，给他配了一盒氨麻美敏

片和一盒双黄连口服液，一边把用法

写在盒子上，一边关照老张注意事

项。“来这边看病方便，排队时间短，

走路10分钟就到了。他们年轻人对

我们老年人也很有耐心！”老张指着小

周对记者说。

8时55分，正处在新冠恢复期

的徐先生过来说他口干，喝水也没

用，还有点失眠，想测个血糖。餐后

2小时血糖测下来7.6，小周给他开

了四盒生脉饮。70岁的夏阿姨也

感觉自己血糖偏高，但空腹血糖测

下来是正常的，小周让她定期监

测，不用担心。

一个上午，来看病的村民络绎

不绝，小周和小蒋忙个不停，一口

水也没喝，看了42个人。

边吃饭边开视频会
11时45分，小周到漕泾镇社区

服务中心食堂吃午饭，一边吃一边

用手机听视频会议。漕泾镇社区

服务中心的领导正在针对当前新

冠病毒的诊疗工作进行部署，“目

前核酸阳性的居民请大家做好随

访工作，包括健康评估及用药指

导，特别是辖区内重点人群，做好

一人一档健康调查……”

听到“每个村卫生室会配备2

台血氧仪和1台制氧机”的消息时，

小周高兴极了，“太好了，尽快组织

大家培训吧，可以早点用起来！”她

对科长金超琼说道。

下午1时许，小周赶回了海涯村

卫生室。“我让小蒋下午回去休息了，

他已经1个月没有休息过了。”漕泾镇

有10个乡村卫生室14名乡村医生，

小周负责这段时间的统一排班。她

说：“就算有人病倒了，也要尽量保证

每个卫生室至少有一个人。”

热门药品一应俱全
“我拉肚子啦，能配点药吗？”下

午1时45分，41岁的孙先生过来

说。他正处于新冠康复期，因为喝

了点酒多吃了点东西，肠胃有点虚

弱。小周告诉他：“我们会对症处

理，不用太担心，药都有的。饮食上

要清淡点，转阴了也不能大意。如

果吃过药还没有好转的话，要去医

院。”小周给他配了盐酸小檗碱片。

药房就在诊室旁边，里面有

150种常用药品。记者看到，布洛

芬缓释胶囊、蒙脱石散等热门药品

一应俱全。小周介绍，布洛芬是上

周五紧急调拨来的，每个卫生室分

到5盒，都是拆零处理。对于拉肚

子，也不要一直盯着蒙脱石散，像

盐酸小檗碱片对成人也是有效的。

村医做到随叫随到
下午2时30分，一位老人扛着一

大箱药品进来了。他叫方辉云，是小

周的师傅。小周说：“方医生为海涯

村奉献了一辈子，让我非常敬佩！”

从18岁到60岁，方辉云在海

涯村做了42年的乡村医生。当天

他休息，听说可以领取申请的药

了，他马上去社区医院把药领了回

来。方辉云告诉记者，他和小周的

手机一直开机，不管村里老人什么

时候找他们，他们都会回复，随叫

随到。最近一些老人不舒服的情

况增多，上门的次数也多了。

方医生今年就要退休了。他

说，这次新冠病毒是他从医这么多

年，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乡村卫

生室为医院起到了重要的分流作

用。基层能解决的就尽量在基层

解决，如果有需要，再进行转诊到

上级医院分级诊疗。

下午4时许，小周开始打扫卫

生，清洁消毒。小周说，作为一名村

医，在乡村帮助老人感觉就像帮助

自己的家人一样。特别在新冠疫

情这样特殊的时刻，能帮乡亲们分

解一些焦虑，给予一些帮助和安慰，

做好基层的守门人，让她非常有成

就感。

本报记者 屠瑜

一个上海村医的一天
——闻山区漕泾镇海涯村卫生室见闻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大医院急诊、发
热门诊人满为患，此时更显分级诊疗的必
要性。上海农村地区，最基层的乡村卫生

室情况如何？“兜底”兜得住吗？1月2日，记
者来到金山区漕泾镇海涯村卫生室，和乡
村医生周蒋丹一起度过了忙碌的一天。

■ 周医生（中）为前来
就诊的病人挂号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