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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门诊病人总体满意率96.60%
2022年上海公立医疗机构门诊病人满意度调查揭晓

小伙为啥每晚戴呼吸机睡觉？
一个简单的睡眠监测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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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从今天上午召

开的“2022年度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

意度调查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2年门诊病

人的总体满意度评分平均为4.83分（满分 

分），总体满意率为96.60％，略高于2021年（分

别为 .  分和  .  ％）。2022年门诊病人对

“医院设备设施与信息化服务”“医生服务”“其

他医务人员服务”和“医疗服务流程与效果”4

个维度的满意率分别为96.75％、97.01％、

96.77％和95.92％，均比2021年有所增加。

2022年项目组采用2021年版上海市公

立医疗机构门诊病人满意度测评量表（包含

“医院设备设施与信息化服务”“医生服务”“其

他医务人员服务”和“医疗服务流程与效果” 

个维度、  个项目），对110所公立医疗机构进

行了门诊满意度调查。调查涉及55所三级公

立医院（含三级区域医疗中心）、23所二级区

域医疗中心以及3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门诊病人满意率列前5位的项目：“医

院门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医院提供方便有

效的信息化服务”“在我进行医院信息化设备

操作遇到困难时，有门诊志愿者或其他医务

人员提供了帮助”“门诊注射室护士服务有礼

貌，操作熟练，关心我的感受，并注意保护我

的隐私”和“医学影像检查人员服务有礼貌，

并保护我的隐私”。

■ 满意度较高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
医疗机构包括：中山医院、华东医院、龙华医

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华山医院、第九人民

医院、岳阳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和东方医院；

■ 满意度较高的三级专科公立医疗机
构：一妇婴、眼病防治中心、胸科医院、肿瘤医

院和眼耳鼻喉科医院；

■ 满意度较高的区域性医疗中心：静安

区中心医院、公利医院、同仁医院、瑞金医院

卢湾分院、杨浦区中心医院、第八人民医院、

周浦医院、浦东医院、市东医院和市北医院；

打浦桥街道、延吉、大团、金泽镇、华阳街道、

曹家渡街道、南桥镇、枫林街道、华泾镇、海湾

镇等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意度较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专家组组

长薛迪介绍，2022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继

续推进“便捷就医服务”数字化转型，提升就

医便捷度。门诊病人预约率从2021年的

60.46%提高至2022年的67.87%，提升了7.4

个百分点。而预约率的增加以及在线挂号与

付费、互联互通互认等便捷就医措施的普及，

有效减少了病人的等待时间。2022年门诊病

人就诊总时间小于1小时的比例（  .  %）比

2021年增加约6.6个百分点。

■ 调查中有2825人次的病人提出了门
诊医疗服务最需要改善的方面:  .  %人次的

门诊病人认为最需要改善的是等候、排队时

间，  .  %人次的门诊病人认为环境、插队、拥

挤和嘈杂最需要改善， .  %人次的门诊病人

认为最需要改善的是门诊服务态度与沟通。

■ 市民对持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建
议：进一步减少门诊及相关检查的等候时间、

进一步改善就医环境与医患沟通、提供更好

的适老化服务。

第 线
女星陈乔恩在综艺节目中自曝患有“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男歌手胡海泉说自己

戴着呼吸机睡觉防打鼾……越来越多的人

们认识到睡觉“打鼾”并不是睡得好、睡得

香，而是一种与上呼吸道阻塞或呼吸中枢神

经受损有关的睡眠障碍。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记者在上海市

胸科医院睡眠呼吸暂停专题门诊体验了一

回睡眠呼吸监测。呼吸科副主任医师王韡

旻告诉记者，只需把便携式的呼吸睡眠监测

仪器带回家，睡觉时佩戴，就可以得到一组

初筛数据报告。如果报告有问题，会建议患

者再到医院进行多导睡眠监测（PSG），这是

诊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金标准。

便携式设备用于初筛
一个方方正正的黑色斜背包，重量不过

0.5千克，里面包含了晚上监测睡觉的所有设

备。技师给记者演示了一下如何穿戴这套设

备：手腕上和胸腹部各绑一个比名片盒略大

的小盒子，手指伸入一个软胶制成的指夹式

血氧仪，还有一条记录睡眠时口鼻气流的鼻

管，用胶布贴牢防止移位。“我们的机器为您

设定的时间是晚上11时30分启动，请您尽量

在此之前把仪器佩戴好并躺下。最重要的是

检查好是否佩戴正确，避免采集不到数据。”

当晚11时，记者边看操作指南，边为自己

戴好了设备，花了大概15分钟。随后躺下，关

灯，大约十分钟后睡着。

相比平时一觉睡到天亮，这次由于身上

多了仪器不适应，夜间醒来二三次，摸一下鼻

管，还在，指脉夹也没有掉，早晨7时起床后将

设备摘除放入包中，归还医院。

半天后，记者的监测结果出炉：一晚上清

醒时间占15%，睡眠占85%。平均血氧饱和

度为97.4%，最低时达到过92%。平均脉率70

次/分，最低为55次/分。在睡眠过程中，没有

发生呼吸暂停事件，但有过一次14秒的低通

气（HYP）状态。

“我不打鼾，也没有呼吸暂停，什么是低

通气呢？”面对记者询问，王韡旻解读报告时

说，呼吸没有暂停，但偶尔有低通气，说明那

段时间呼吸时的气流要比平时弱。她建议记

者加强锻炼，合理饮食，采用侧卧位睡眠。

“在我们医院，便携式的睡眠监测和金

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都可以做，呼吸科有病

人说自己晚上睡觉打鼾严重或者常常‘憋

醒’，一般都会推荐他们做个监测。”王韡旻

说，但是，有些人觉得在医院睡觉，而且还戴

着那么多设备，睡都睡不好，这对监测结果

多少有点影响。因此会推荐他们试试可以

带回家的便携式设备。它能够采集口鼻气

流、胸腹运动、血氧饱和度、体位、鼾声等信

号，对患者来说更便捷、舒适。

来看打鼾的患者多了
“如果口鼻呼吸气流消失每次在10秒钟

以上就算睡眠呼吸暂停。”王韡旻说，一般轻

微的、均匀的鼾声，问题不大；但是严重的打

鼾，声音忽高忽低，可能预示着患有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严重威胁

健康。

她曾接诊过一位患者，通过便携式设备

查出来，其夜间呼吸暂停时间达到2分钟。

“正常人主动憋气都不能这么久，试想一下

如果在睡眠中呼吸暂停，是可能导致猝死的。”

人清醒的时候，咽部组织是有张力的，因

此不会阻塞呼吸道。但在入睡之后，因为气

道肌肉放松及重力原因等，舌头、软腭等上气

道软组织后坠、塌陷，使呼吸道变窄，影响正

常呼吸，就会出现鼾声和低通气。至完全阻

塞，就会引起呼吸暂停。

有人舌头、扁桃体、软腭天生比较肥大，容

易打鼾；还有人舌头向后坠，压入咽喉部，使气

道变窄，也容易打鼾。此外，肥胖是引起打鼾

的最重要原因。肥胖者的气道比正常人含有

更多脂肪，气道狭窄，“风过小巷”动静更大。

“这两年，来看打鼾的患者多起来了，有

的是由于打鼾太响，影响家人睡觉；有的是在

宿舍里打鼾，怕被室友‘嫌弃’；还有的患者出

现白天嗜睡、头痛、记忆力减退，情绪波动等

症状，影响到工作学习，多方打听后来到呼吸

科就诊。”王韡旻说。

小伙戴上呼吸机睡觉
杨晓俊（化名）是一位中度的OSA患者，

身材肥胖，他在胸科医院经过睡眠监测，发现

睡眠中频繁发生呼吸暂停，最长的有50秒。

经过反复考虑，他购买了一台家用呼吸机。

现在，他每天都会戴呼吸机入睡。

杨晓俊还记得，刚戴呼吸机适应了将近

一个月。那之后，有了好睡眠的他，口腔里的

干苦味消失了，头痛也不见了。而他白天精

神好了以后，也更愿意锻炼，把自己的体重慢

慢降下来。

《柳叶刀呼吸医学》在2019年发布的“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全球经济负担”报告显

示，我国睡眠呼吸暂停患病人数居全球首位，

达1.76亿。国内数据显示，我国发病率为

3.4%，老年人占到22%以上。

“打鼾挺常见，但大多数人不清楚它意味

着什么，不会主动去就诊。”王韡旻说，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

等多种慢性疾病均密切相关。更严重的情况

在于，有的人在睡梦中“睡死”了，一部分就是

死于呼吸暂停综合征。

多导睡眠监测是监测的重要手段，在家

也可以用智能手环/手表监测睡眠状态和血氧

状态，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何治疗和

改善呢？家用呼吸机正压通气，可以使塌陷

的气道保持畅通，从而降低空气在内部振动

的声音。呼吸机不改变人体的呼吸结构，只

是辅助通气。

“很多人一听到呼吸机，就想到ICU里抢

救的那个呼吸机，甚至还认为，都戴呼吸机

了，活不长了！”王韡旻说，“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对于不少人而言，依然相对陌生。目

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治疗主要分三个

方向，一是锻炼减重、戒烟戒酒、侧卧位睡眠，

二是使用呼吸机、口腔矫治器等医疗器械，三

是外科手术。具体选哪种治疗方法，需要医

生诊断后再决定。其中，行为的改变是贯穿

始终的。要注意的是，单纯的侧卧不能完全

缓解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建议到医院寻求

专业的指导。 本报记者 左妍

立足方便的“二维码”，

怎会变成“拦路码”？据新

华社报道，停车缴费、点餐、

购物……如今，扫码支付代

替人工服务已然成为一种

日常，但这种消费方式，却

因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

关注公众号来缴费、过度索

取个人信息、日常频繁推送

广告等情况，给不少消费者

带来困扰。

扫码消费，本该方便快

捷。扫一扫便能点单、扫一

扫便能支付，消费者理想中

的场景本该如此潇洒自

如。然而，现实中的扫码

消费却不一定是这样。

扫码之后等着消费者的，

很可能并非清晰明了的

菜单或支付页面，而是要

求消费者先关注某个公众

号、先注册个会员、先“快捷

登录”一下、先授权个人信

息、先交出手机号……商家

的这些要求，有的可以拒

绝，有的则必须同意才能点

单或支付，“形式上自愿，实质上强制”

的做法，不仅让消费者不适，而且已经

涉嫌侵权。

扫码消费，理应是消费者与商家

“双赢”，但“二维码”成了“拦路码”，关

键还在于部分商家仍然轻视消费者权

益。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

等未得到足够尊重，还可能面临个人信

息泄露的风险。近年来，多地消费者权

益保护协会发出“关于扫码消费行业自

律承诺和倡议”，“强制关注”等虽有所

减少，但有些商家依然用各种方法套取

消费者信息，比如有的餐厅小程序在结

账环节索取消费者手机号，不给就不能

结账。近期上海消保委暗访发现，有的

扫码点餐小程序索要手机号，有的强制

获取位置信息。

扫码消费“强制关注”等乱象，有点

像消费者结账时商家“反向抹零”，看似

几毛几分钱的“小事”，看似关注一个公

众号、授权“一点”个人信息的“小麻

烦”，实际上关乎法律法规的落实、消费

者权益的保障，以及消费环境的完善。

除了消费者多点“较真”精神，重视保护

个人信息、积极维护合法权益之外，更

需要职能部门、消费者协会等持续、有

力地“撑腰”，规范商家行为，进一步拔

除消费途中的“拦路码”。

商家也该意识到，“强制关注”未必

增加消费者“黏性”，好的消费体验才能

带来更多回头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