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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虽然近期呼吸道疾病高
发，但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医疗机构也
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就诊高峰，家长不
必过于焦虑。

李豫川介绍，虽然现在患儿人数较
多，但呼吸道疾病的种类和严重程度并
未发生变化，呼吸道感染重症率不高。
患儿家长可对孩子做好日常护理，确有
必要去医院就诊的，可先就近做好病原
学检查，以提高诊疗效率。

孩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就
医和输液治疗？对此专家建议，年龄较
小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如出现明
显发热，家长应及时带患儿就医；学龄
期以上儿童，如出现超高热或持续发热
超过三天、频繁咳嗽影响正常生活、精

神状态不好甚至出现嗜睡、呼吸频率增
快或呼吸困难、频繁呕吐、皮疹、头痛或
抽搐等，也应及时就医。

赵成松介绍，并非所有呼吸道感染的
儿童都需要输液，比如，流感一般通过药物
治疗即可。此外，病毒感染一般都有3到5
天的病程，治疗过程中家长不必带孩子短
时间内反复就诊，以免造成交叉感染。

多位专家指出，大医院人员密集、
等候时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建议
症状较轻的患儿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综合医院儿科等就诊；在儿童专
科医院就诊明确诊疗方案后，也可通过
医联体转诊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后续
治疗或居家治疗。

赵成松说，长期慢性疾病的患儿，

在以往正规治疗基础上，可通过互联网
诊疗方式，减少在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
来医院就诊，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年
龄较大的儿童，如症状较轻，且在就近
医院已完成必要的血常规等检查，也可
通过互联网诊疗方式线上问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儿科主任卢燕鸣建议，家长要尽可能
带孩子提前接种流感疫苗等疫苗。此
外，平时要注重预防，做好通风和采取
有效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做好
手卫生等。学校和家长要提高健康意
识，可从保持充足睡眠、营养均衡、适当
锻炼等良好生活习惯入手，保证儿童正
常课间运动和休息时间，增强儿童抵御
病原体的能力。

记者24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了《关于做
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
控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做好
冬春季新冠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保
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据介绍，冬春季是新冠、流感、诺如病毒
胃肠炎等传染病以及肺炎支原体感染等疾病
高发季节。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形势总体平
稳，但冬季我国新冠疫情仍存在反弹风险。

2023年 10月以来，我国流感、肺炎支原体感
染活动逐步增强，预计流感将出现全国冬春
季流行高峰，肺炎支原体感染未来一段时间
在部分地区仍将持续高发。今冬明春我国可
能面临新冠、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多种呼
吸道疾病叠加流行的局面。

为此，通知提出包括切实落实口岸疫情
防控、持续开展疫情动态监测预警、加强重点
机构重点人群防控、加强医疗救治应对准备、
持续强化科普宣教、强化组织领导和责任落

实等六项重点措施。
通知提出，口岸要严格落实入境人员体

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
等措施，按规定开展新冠病毒变异监测。疾
控、卫生健康、海关部门要加强数据共享和信
息互通，协同开展风险研判和预测预警。加
强主动健康申报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

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做好新冠、流感和
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重点传染病监测，密切跟踪
疫情形势变化。加强对网络直报、发热门诊、

哨点医院、实验室检测等多源数据的分析利
用，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开展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多病原综合监测，强化法定传染病信息报
告管理，确保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此外，各地要加强养老、托幼、学校、社会
福利等机构以及空间密闭场所防控，督促做
好日常防护和健康监测。强化老年人、基础
性疾病患者、儿童等重点人群新冠、流感、肺
炎球菌疫苗接种，加强65岁以上老年人等脆
弱人群分类分级健康服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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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
多地医院儿科
门 诊 人 满 为
患。从肺炎支
原体到流感、呼
吸道合胞病毒，
今年冬季呼吸
道 疾 病 高 发 。
各地如何应对
儿科就诊高峰？

记 者 了 解
到，国家卫生健
康委目前正指
导各地加强统
筹调度，落实分
级诊疗制度，发
挥医联体作用，
加强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
技术指导，提高
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对一般性
感染的诊疗能
力和重症识别
转诊效率。

11月以来，北京不少医院儿科候诊
排起长队，许多患儿家长下午来到医
院，凌晨两三点才离开。一名近日带孩
子去看病的家长告诉记者，当天下午取
号是2400号，前面等候近400人。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豫川
介绍，目前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超
7000人次，远超医院承载能力。“流感、
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已取代肺炎支原体，
成为本次感染高峰的主要病原体。”

上海的儿科医疗服务量也处于高
位。来自3家儿童专科医院的数据显
示，平均每天门急诊约6000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五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查
琼芳表示，近期支原体感染病人数量在
下降，但病毒尤其是甲流、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感染性疾病呈上升趋势。

在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记者看到，门诊大厅部分已改造成
儿科输液区，不少患儿和家属正在座椅
上进行输液治疗。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
主任张云峰介绍，近日医院儿科门诊日
接诊量400至500人次，急诊200至300
人次，床位使用率100%。儿内科床位
由原来的63张扩充到75张，同时，儿外
科、新生儿科开放疗区床位21张，共同

接收儿内科患者。
“10 月份的门诊数据是 45.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9 万多人次。”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王
颖硕说。记者观察到，由于长时间连
续工作，不少医护人员已声音嘶哑，
有人需借助“小蜜蜂”扩音器才能提
高说话音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介绍，随着各地陆续入冬，呼吸道疾病
已进入高发季节，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
叠加。要坚持多病同防同治，加强监测
预警，掌握病毒活动强度、病毒变异等
变化。

多地儿童专科持续承压

为应对儿科候诊时间长、部分儿童
专科医院超负荷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
委已指导各地对外公布本地区可以提
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信息，方便
就近就医。全国多地医疗机构多措并
举，缓解儿科就诊压力。

——发挥“家门口”分级诊疗作用。
目前，北京市150家二三级医疗机

构、25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提供
儿科诊疗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说，卫生服务中
心日常设有儿科门诊，近期优化就诊流
程，开展呼吸道门诊，并安排医务人员
加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预防诊治知识
的学习。

记者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富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就
诊的儿童患者数量不少。该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陈红艳介绍，这里可进行血
常规、C反应蛋白、支原体、衣原体、甲
流、乙流的化验检查，还配备有数字化

X射线摄影系统、CT设备。“长春市儿
童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医联体
医院，常年配备儿科专家驻点诊疗。
夜班医生遇到高热不退的急诊患儿，
也可及时电话、视频连线专家，接受指
导。”陈红艳说。

——优化诊疗流程，延长服务时间。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黄玉娟介绍，在加强培训和规范管理的
同时，医院延长了服务时间，目前除普
通门诊外，医院专家、特需门诊也每天
都在加班，争取“中午连一连，晚上延一
延”，并加开晚上5点到9点的夜门诊。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针对近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急诊、补液
等服务环节，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已对医
院加强指导，采取应对措施。下一步将
继续密切监测全市儿科医疗服务情况，
继续指导相关医院加强门急诊服务，优
化诊疗流程，严守医疗安全和质量底
线，最大程度为患者就医提供便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

委书记舒强介绍，目前医院从内科病房
抽取人力，增加门诊坐诊医生，门诊前
半夜坐诊医生已增至40位。同时，通
过新增床位、打通片区等方式，住院排
队等待患儿数明显下降。

——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表示，

通过互联网方式进行病情的咨询诊断，
也是一种便捷、高效的方式。记者了解
到，包括北京儿童医院在内，北京242
家医院可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傍晚时分，广西南宁市妇幼保健
院儿科主任颜云盈刚下班，就在手机
里打开“南宁云医院”小程序，认真解
答问诊留言。颜云盈说，平台能起到
类似“预检分诊”的作用，她会根据不
同情况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包括暂
时居家观察、尽快来院就诊等。对于
症状较典型且情况并不复杂的患儿，
颜云盈往往建议家长带孩子到社区医
院做进一步诊断治疗，“不需要都挤到
大医院来”。

分级诊疗、延长服务时间、提供互联网诊疗

专家详解如何科学合理就诊

针对当前有关呼吸道疾病“叠加感染”系新发问
题的传言，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24
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了
解，目前我国监测体系和医院系统报告的病例是由
已知的流行病原体感染引起。

胡强强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各地加强统
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发挥医联体作用，加强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指导，提高一般性感染
的诊疗能力和重症识别的转诊能力。同时，指导各
地对外公布本地区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

构信息，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疾控专家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我国门诊中流感样病例的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上升，
主要流行的呼吸道传染病病原包括流感病毒、肺炎支
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已知流行病原体。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相关司局以
及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相关专家与世
界卫生组织日前举行了呼吸道传染病技术交流视频
会议，介绍我国近期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形势和病原
体监测、临床诊疗、健康宣教等方面情况。

六项措施做好冬春季重点传染病防控

■新闻+ 近期我国呼吸道病例由已知病原体引起

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门诊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门诊，，护士为患儿采血护士为患儿采血。（。（受访对象供图受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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