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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再惹“看病分流”话题
病人苦、医生累、大扎堆

“儿科名嘴”崔玉涛眼里的“小儿难养”：

身体小问题心态大问题

久“痔”不愈需小心直肠癌

据新华社 刚刚过去“史上最长”
高温期中，南京市多家大型医院日门
诊量均达万余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两三成，类似的情况在北京、上海等
全国多个城市更是普遍存在。极端
天气加剧季节性集中就医，不仅让病
人苦不堪言，更让医生疲于应对。然
而，分诊、分流机制的“久呼不应”更
是令人忧心。

挂号像春运看病像流水
19日，持续了36天高温的南京终

于“退烧”，但南京市儿童医院的门诊
大楼前仍像入伏前一样，从早上六点
多就排起了长队。不少家长向记者
表示，他们早上五点就赶来取号，还
有人排在了几百名开外。当孩子的
病痛遭遇“一号难求”，家长们感觉很
无奈。楼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排号，
楼外还有更多人领着孩子挤进来，任
意停放的私家车又一次把医院门前
的马路“堵”上了。

据医院门诊部主任黄燕霞介绍，
暑期以来医院日均门诊量约 5500 人

次，最高的一天达到 6500 人次，同比
上涨了近两成。

高温之下，就诊高峰不仅出现在
南京市儿童医院。在江苏省人民医
院、江苏省中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这
样的全科医院，暑期日门诊量也已高
达 1.5 万人，较往年同期多了三四千
人。不少患者表示，挂号的拥挤场面
堪比春运，看一个感冒都要几个楼层
来回折腾。

“不加号病人进不来，加了号医
生看不过来。”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
科主任医师陆辉说，医院门诊量整体
上升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他的门诊
每天限号40个，但因为暑期人多不断
加号，一天下来要看100多个病人，这
样一来留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顶多两
三分钟。结果是，病人感觉医生走过
场，医生感觉看病像过堂。

不仅坐诊专家压力大，急诊医生
更是手忙脚乱。“夏天是急诊最忙的
时候。”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秦海东说，高温天气下，外伤、呼
吸、胃肠道疾病高发，急诊一晚上就要

抢救十多个病人。随着高温持续，病
人迅速翻倍，高峰时一个急诊医生
一天需要处置七八十个病人。长期
高度紧张之下，有医生下班后甚至
需要服用安眠药帮助休息。

资源集中引发就医潮
“不要告诉别人我看好了多少

人，我希望病人越少越好。”一位门诊
专家听说记者来采访，连忙推辞说不
希望被报道。因为来找他的病人实
在太多，自己已经忙不过来。

医生疲于应对背后是医疗资源
的高度集中引来的就医潮。在南京，
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几所大型医院集
中了全省最好的医务人员和医疗条
件，苏南、苏北甚至邻省的患者都汇
聚到这里导致门诊量暴增，而极度高
温只是这对矛盾的催化剂。

“一次看利索了比来回折腾好。”
一名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就诊
的安徽患者说，再小的病到大医院确
诊一下自己心里才更踏实。她因肺
部感染久治不愈，到这里住院一个星

期得以好转，这让她更加坚信有病要
上大医院。

医疗资源集中的同时，大医院医
疗资源有被浪费之嫌。江苏省人民
医院呼吸科主任赵欣说，他的专家门
诊一天得看 150 多个病人，很多都是
小毛病。科里有70张病床，夏天高温
和冬天下雪时要额外多加十几张，许
多人都是住了一两天就出院了。

根据秦海东的经验，夏季就诊潮
会持续到国庆节后。“夏天热出病，冬
天冻出病，加上这两年气候变化异
常，季节性就医潮更加明显。”秦海东
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关注这种变化，
在特殊季节对患者就医进行引导。

社区医院分流处境尴尬
“宁要专家一句话，不要社区一

张床”——患者的这一普遍心态反映
了社区医院的尴尬地位。南京市秦
淮区一家社区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
尽管江苏省为了鼓励市民到社区医
院就医而提高了社区医院诊疗费用
的报销比例，但是病人还是会往三甲

医院挤。“三甲医院近在咫尺，病人嫌
我们水平低不来，但越是门可罗雀，
社区医院越是留不住人才。”这名医
生说。

“新医改提倡社区医院首诊，但
如果水平上不去，首诊就成为麻烦。”
秦海东说，部分社区医院怕耽误病
情、陷入医疗纠纷，也抢着把病人往
三甲医院送，有病不能治，甚至能治
也不敢治成为社区医院的难言之隐。

接受采访的专家普遍表示，无论
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社区医院投入
少、诊疗弱是不争的事实，提升社区
医院的诊疗水平，以稳定的收入增强
基层医生的责任心才可能盘活整个
分流体制，否则年复一年就诊人潮逐
浪高，逐层分流将越来越难以实现。

此外，专家们还认为，大医院看
病难、看病贵确实倒逼部分患者分
流，但外来求医者和享受公费医疗待
遇人员却一直是大医院的“刚需”群
体，这部分人无法通过提高报销比例
实现分流调控，相应的医疗体制改革
亟待深化。 ■杨绍功

一些足跟痛患者因为症状一直
不见好转，就到处找偏方以解决病
痛，听说有号称能溶解骨刺的药，便
买来尝试，结果毫无效果。到医院治
疗，经过详细检查才发现，足跟确实
有骨刺，但引起疼痛的却不是这个小
小的骨刺，而是跖腱膜炎。很多足跟
疼痛的患者都认为疼痛是由骨刺引
起。实际上，一些常见的炎症如跟骨
滑囊炎、跖腱膜炎等都会引起脚跟的
剧烈疼痛。因此，脚疼的时候，一定
要去医院检查，并查明具体原因。

上海开元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肖荣宗介绍，骨刺是由于各种原因造
成软骨组织损伤破坏，骨骼自身修补
过程中产生的。骨刺的诱发因素很
多，如性别、年龄、职业、遗传、体质因

素等。人体各骨骼部位都有可能发
生骨刺，只要没有引起显著的病理变
化，基本可以不用治疗。有疼痛等症
状的患者需要到医院的骨科接受正
规检查治疗，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消
除骨刺的偏方秘方。

对于“药物能消除或溶解骨刺”、
“骨刺永远不会再生”、“加大运动就能
把骨刺磨掉”等，肖荣宗认为，这些都
是不正确的。首先，骨刺是一种增生
的骨质，经检验，这种骨质和人体原
有的骨骼结构相似，成分相同，如果
某些药物能够溶解骨刺，那么在溶解
骨刺的同时，人体的其他正常骨骼也
会被溶解，所以没有任何药物能使骨
刺溶解。另外，骨刺永不再生，这更是
不正确的，骨刺是由于骨组织边缘的

慢性损伤及炎症反复发作引起的，故
随着关节的运动，骨刺不仅不会被磨
掉，而且还会不断增大，甚至手术将
骨刺切除后还会再生。因此，患者一
定要走出这些误区，树立正确治疗的
观念。

肖荣宗建议，这类疾病在门诊可
以通过针刀治疗有效缓解症状。针
刀对患部进行剥离松解，解除压迫、
避免损伤，这样既消除了疼痛、又恢
复了机体功能。针刀把大部分需要
作开放性手术的疾病变为闭合性手
术，减少了损伤，提高了治疗效果，由
于针刀医学独特的病因病理诊断学，
能够对疾病进行精确的定位和治疗，
且操作简便、无需住院、费用低，因此
受到很多患者的欢迎。 ■宗禾

据新华社“早期直肠癌和痔疮
的常见症状都是便血。”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
崔滨滨教授提醒，千万别忽略经久不
愈的“痔疮”。

医生介绍说，将直肠癌误认为是
痔疮的患者较多，两种病症还是有一

些差别的：一般痔疮造成的便血颜色
鲜红，而肠道肿瘤出血多数血色暗
红，但便血的现象并不一定每次都发
生。痔疮患者一般排便习惯不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而肠癌患者大便次数
明显增多。直肠癌病因虽未明确，但
其相关的高危因素渐被认识。如过

多的动物脂肪及动物蛋白饮食，缺乏
新鲜蔬菜及纤维素食品，缺乏适度的
体力活动。遗传易感性在直肠癌的
发病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结直肠癌有其自身的特点，
大约40％左右的直肠癌经过肛门指
诊就可以诊断。 ■熊琳

据新华社 不少手机用户特别是
年轻群体对手机游戏非常痴迷。医
学专家表示，近年来由于过度玩手
机游戏引发的病症逐渐增多，特别
是肩颈腕、眼部等疾病。

近日，微信客户端更新后增加
了一个名为“打飞机”的游戏，长沙
的朱女士非常痴迷。在连续玩了几
天后，朱女士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出
现僵硬、疼痛和活动受限的情况，经
医生诊断为狭窄性腱鞘炎。长沙市
中心医院骨关节外科主任、主任医
师丑克介绍，长期维持一个姿势打
手机游戏，手指血液循环受阻，关节
和韧带疲劳，很容易患上腱鞘炎。

手机游戏造成健康问题的案例
层出不穷。今年2月，一款叫“找你
妹”的手机游戏风靡全球，然而，贵
州贵阳一名男子由于对着手机玩了

一夜的“找你妹”，一觉醒来左眼一
片黑，医院检查结果是视网膜中央
动脉阻塞，引起眼睛暂时失明。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
动终端的普及，每个人的手机上或
者平板电脑上都有几款游戏用来打
发时间，儿童和成人都乐此不疲。
医学专家表示，长时间盯着手机设
备容易引起神经衰弱、肩颈腕、眼部
等疾病症状。还容易加重肩膀、前
臂、上臂的劳损。手机游戏“少玩为
妙”，娱乐应多选择健康的方式。

同时，专家还表示，现在我国相
关规定对所有网络游戏中试行防沉
迷系统，来保护玩家的健康。但是

“防沉迷系统”暂未跟进到手机、平
板电脑等这些移动设备上，作为手
机游戏开发商来说，也应该尽相关
的提醒义务。 ■张玉洁 夏冠男

据新华社 在有着20多年儿科临
床工作经验的医生崔玉涛看来，当下
我国儿童健康整体状况持续向好，但
越来越多家长对孩子健康状况发生
变化的接受度、容忍度却在不断下
降。在日前于广州南国书香节举行
的新书发行仪式上，这位微博账户拥
有百万粉丝的“儿科名嘴”谈起了近
年来在儿科诊治过程中种种问题与
认识误区，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在我看来，现在最突出的问题，
就是很多家长在孩子健康状况变化
后过于焦虑，往往让孩子过度治疗、
重复治疗。有的孩子只是普通感冒，
家长就带着他看了3位医生，先后服
用5种药物，这种情况对孩子是不利

的。”崔玉涛说。
此外，究竟选择什么标准判断孩

子的健康状况，也是很多家长容易走
入的误区之一。崔玉涛说，很多时
候，不少家长不是按照科学的标准来
判断，而是习惯形成“邻家孩子更健
康”的错误心态，“以自己的孩子是不
是比别人的孩子长得更快、更胖，是
不是更容易夜哭等为标准，带着孩子
来求医、问诊，其实孩子的身体并没
有问题。”

很多家长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
还容易犯下“更相信营养剂却不相信
营养”的错误。崔玉涛说，当下市场
上充斥着各类针对儿童的营养补充
用品，但实际上多数时候孩子并不需

要通过这些营养剂来补充营养，“在
补充营养剂的同时，补充的不仅是营
养，也很容易摄入各种防腐剂，这对
于孩子来说并不是好事。”

年轻父母和老一辈人共同抚育
幼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崔玉涛
看来，“学习现代知识的是年轻父母，
真正带孩子的却是爷爷奶奶”导致的
观念冲突与儿童医学科普常识困境，
是很多问题与误区的重要“诱因”。

“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病，却说不清
楚孩子平常怎么吃、怎么睡，也说不
清楚孩子的病情变化。我真切地体
会到，中国年轻的家长们最需要的，
就是真实、不受任何利益干扰、符合
国情的儿童医学知识科普。”■王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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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给个宠爱自己的理由香薰：给个宠爱自己的理由

一直以来，香气与美色、佳肴一样，是直接诉
诸于感官的东西，自古便与宗教大有勾连，在中
国，儒、道、佛皆在仪礼中用香。据资料考证，香
熏起源于商周，流行于两汉。香气有祛邪辟秽、
提振精神、增益风韵等用途，这使用香习俗渐渐
向世俗生活倾斜，从馆阁楼台到寻常巷陌，从名
门闺秀到小家碧玉，举凡熏燃之香、悬佩之香、
涂敷之香、印篆之香、含嚼之香，在文人墨客的
参与之下，终成一门洋洋大观的“香文化”。

熏香器具也随着熏香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
于是出现了各种盛放、助燃的器具。早期的熏
炉器型异彩纷呈，直到西汉时熏炉的器型风格
开始才由多样趋于统一。

从古老的香熏炉、香薰灯、香座到现在的香
插、香薰杯蜡、香薰藤条等，无不透露出人们对
熏香器具的青睐。看到这些薰香之器，仿佛能
嗅到历史长河中曲折流淌着的香气，这种气息
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相反，它却以
一种新姿态越来越精致，越来越人性化，焚上一
烛香，不出家门，也可身处自然，嗅觅一份内心
的悠然。

目前市面上的熏香用具五花八门，建议
购买表面光滑的熏香器，使得芳香分子不易
附着在器皿上。蜂蜡、棕榈油或固体石蜡制
成的香薰蜡由于点燃持续时间久，而受到消
费者青睐。值得一提的是，电热熏香器适用
于医院、小孩卧室或用于夜间熏香。

电子液体香薰炉
90度恒温，

无灯光不影响
睡眠，可干烧，
即使容器里没
有任何液体，也
不必担心香薰
炉会烧坏。

香薰灯
香薰灯利用灯

泡发出的热来加温，
温度可以通过调光
来升降，作为家居摆
设，也可为家居风格
融入不一样的风景。

精油挥发藤条
打 开 瓶 盖 ，将

挥发棒插入瓶中，
自然散发香味，无
火、无烟、无灰尘、
无气雾等产生，也
无需插电。以藤枝
配 合 香 薰 油 的 使
用，以更自然的方
式将香气散发到空
气中，从而达到香
薰的效果。

香薰杯蜡
由蜂蜡、棕榈

油或固体石蜡制
成的杯蜡，同时加
入天然植物色素、
天然香薰精油，淡
淡的香气能净化
空气，有助于缓解
焦虑，安神助眠。

骨瓷香插
喜欢燃香的你，当然不可错过一款格调

典雅的香插。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点上一
支幽莲线香，插在白瓷香插中，沏上一杯香
茗，让若有若无的香气和悠扬委婉的乐声卸
下满身的疲惫。

熏衣草：镇静、催眠、抗抑郁、驱风祛邪、杀菌、
净化空气；

茉莉：抗忧郁、淡化疤痕；
檀香：镇静、催眠；
柠檬：醒脑提神、抗抑郁、净化空气；
薄荷：醒脑提神、清凉、驱风祛邪、杀菌抑菌、净

化空气、抑制感冒、治口臭；
菊花：醒脑、清凉、激发灵感、抑制感冒、治咳

嗽、治气管炎；
橙油：镇静催眠、激发灵感、驱风祛邪、驱赶

蚊虫；
百合：清热、润肺、镇静安神；
紫罗兰：排毒、预防感冒、抗疲劳；
迷迭香：抗风湿、消除疲惫、提神。

TIPS:常见的香薰精油及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