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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太多
前夜班医生看到凌晨4点才下班

浙医儿院门诊办主任汪天林说，从 11
月 21 日起，医院每晚及双休日都安排加班
3-4 人次，10 点以前夜间接诊医生达 20
人。所有党员干部都加班加点，哺乳期、
孕期女医生全部在岗。

尽管如此，目前就诊情况还是十分严
峻。因为医院不限号，所以下午看不完的
患者延至晚上，前夜班的医生最迟延至凌
晨 4 点才下班。家长等待两三个小时是家
常便饭，如果是非预约、非急诊病人，可能
等候时间会超过4个小时。

朱铭强，31 岁，浙大儿院儿内科医
生。上周日，正好轮到他夜门诊值班，值
的是前夜班，一共安排了 7 个医生。按照
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从下午 5 点开始，到第
二天凌晨1点结束。

“因为是双休日，来看病的患儿特别
多。”朱铭强说，当天下午5点交接班时，下
午的门诊还有 100 多号没看完，这些患儿
只能留到 5 点以后的夜门诊继续看。再加
上当天夜门诊的挂号量，前半夜门诊挂了
近千个号子。

“病人实在太多了，7 个医生根本看不
完。当天晚上 7 点多，他们给备班在家休
息的一个医生打电话，让他从城西的家里
赶回医院帮忙，要不然，真的看到天亮也
看不完。”

到后半夜 1 点，还有五六十个病人没
看完。这时已是下班交班时间，但是后半
夜门诊只有两个医生，留了那么多病人，
根本没办法，只能留下来帮忙把病人看
完。

“从来没拖班拖到这个点，当时真的
是感觉到头晕眼花，想吐了。后来是差不
多到凌晨4点，才把病人看完的。”

朱铭强说，他在儿内科门诊的这两
年，每次出门诊之前，即使口再渴也不敢
喝水。因为一坐进诊室，根本没有时间去
厕所。“不光我，几乎所有的儿科医生都是
这样的。”

儿科门诊“爆棚”的现象不仅发生在
浙大儿院，杭城其他医院儿科门诊的情况
也很紧张。

杭州市一医院儿科主任黄先玫说，12
月 3 日，医院儿科门诊量达 1650 人次，是
今年以来最高的一天，近期门诊量每天都
在 1450-1600 人次之间。“10 月份后，儿科
门诊量持续走高，与 9 月份的门诊量相比，
增加了一倍多。”

黄主任说，正常情况下晚上特需门诊
6:00-9:30 配备两名医生，但经常加班到
10:30。儿科急诊配备两名医生，有时候人
手不够，就把在家里的医生叫来顶班。

杭州市儿童医院门办主任楼凌云说，
医院近期儿内科的门诊量每天都超过
2000人次，比原来增加25%-30%。“我们的
夜门诊，前半夜班是 12：30 下班的，但是病
人太多，经常要看到凌晨两三点。”楼主任
说：“好多医生都累得生病了，我着急啊！
本来人手就缺，要是再病倒几个，门诊压
力就更大了。”

12月7日晚上10点多，浙大儿院的夜门诊依然人满为患。 医院供图

浙大儿院门诊量天天破万
这两天去看病等候时间可能超过4小时
医院提醒：不要重复就诊，患儿多很容易交叉感染

多喝水，保持喉咙湿润
的确有助于预防流感

这段时间，很多家长在微信里转这样一条消息：
“这次流感很严重，有预防的方式，就是要保持喉

咙黏膜的湿润，不能让喉咙干燥，如果喉咙的黏膜干
燥，在 10 分钟内病毒就能入侵体内。每次喝 50-80
毫升温水，孩子 30-50 毫升，依年纪大小，觉得喉咙有
点干就喝，手边要保持有水可以喝才行。水不用一次
喝很多，那样是没用的，会很快排出体外，而是要一直
保持喉咙湿润不干燥才正确。在 3 月底前，人多的地
方暂时不要去，油炸食物和辣的食物先暂停，维他命
C要补充够。”

保持喉咙黏膜湿润能预防流感吗？浙江省疾控
中心传染病防制所副所长凌锋说：“预防流感，多喝水
肯定有好处。即使得了流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速
流感痊愈，缓解症状。我的家人，如果症状不是很严
重，都不吃感冒药，我劝他们多喝水。因为感冒和流
感都是自限性的疾病，身体抵抗力好的人，一般 10 天
就会好了。”

浙大儿院的王财富医生也说：“多喝水，保持喉咙
黏膜湿润，的确能加强人体的屏障功能，对抵抗病毒
入侵有好处。”

他也提醒，这段时间少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可
以防止交叉感染；外出回来，注意清洁手鼻口；雾霾天
尽量减少带孩子出行。此外，注射流感疫苗是有效的
预防方法。但是流感疫苗注射后，需要 2-4 周才能起
效，家长要提前考虑。一般 6 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
以打流感疫苗了。

孩子感冒出现严重症状
还是要立即到医院看急诊

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感冒发烧后精神好，症状不
重，可以先在家观察；已经看过医生，孩子状态还好的，
不必反复去医院。但是，如果患儿出现体温升高，肛温
≥39.5℃，或者体温≤36℃，或是引起惊厥及昏迷等严
重症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家长都应立即带孩子到急
诊救治。

除了浙大儿院，杭州还有这些医院有儿科夜急诊
或儿科夜门诊：

发病高峰+重复就诊
导致儿科门诊量爆棚

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么多孩子看病？浙大
儿院医务科长王财富说，多数小患儿都是来看
呼吸道疾病的，主要症状是咳嗽、哮喘、发热
等，还有一部分是消化道疾病，感染轮状病毒
引起的上吐下泻。

一方面，这和天气变化有关；另一方面，目
前也是我省流感病毒的流行季，一部分孩子感
染了流感病毒。这两方面造成了现在的发病
高峰。

此外，也有很多家长太过担心孩子的病
情，重复就诊，从而增加了就诊压力。

朱铭强医生说，前几天，他接诊了一个一
岁多的宝宝，前一晚发烧到 39℃，第二天一早，
爷爷奶奶抱到医院里来。因为不放心，一天之
内来了 4 次医院，挂了两次专家号，一次普通
号，还有一次夜间特需门诊号。

“遇到这样的家长，我们总是劝他们不要
来回折腾，大人孩子都受罪，而且医院里患儿
这么多，很容易交叉感染，不要烧还没退，又染
上了其他毛病。但是没有用，有些家长还是不
放心。”

汪天林主任也说，疾病的康复是需要时间
的，反复就诊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导
致交叉感染，加重病情。此外，像疱疹性咽峡
炎这样的病，即使到了医院，也没有什么特效
药，只能慢慢等它好起来。

浙大儿院中午到晚上最忙
等候时间可能超过4小时

浙大儿院龚方戚副院长说，为患儿考虑，
目前医院没有打算通过限号来控制门诊量，医
护人员也会尽力为大家做好医疗服务，但也请
各位家长多体谅。

据了解，最近到浙大儿院就诊，非预约、非
急诊病人等候时间可能会超过 4 个小时，这种
情况尤其会出现在中午到晚上。

“不少家长因为上午或白天要上班，通常是
下午或晚上来医院。”汪天林主任说，也有一部
分症状并不是很急的患儿，为了能早点看到医
生，会走急诊通道。急诊是抢救危重症患儿的，
有明确的就诊范围。如果大量非急诊的患儿涌
入，会挤占那些突发急症小患儿的看病资源。

他建议患儿家长改变一下就诊习惯，小病
尽量在基层医疗机构处理，感冒、发烧等非急
诊患者建议白天就诊，白天医务力量与设施更
齐全，便于确诊与治疗。如果晚上发病，建议
就近选择家周边以及主城区内其他医院就诊。

记者 俞茜茜 王真 通讯员 王雪飞 张颖颖 郑佳

“来看感冒的孩子太多了，浙大儿院进入了春运的节奏，儿科
医生不够用，看普通门诊往往要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好
多医生都累得病倒了⋯⋯”

这两天，杭州有很多“不堪重负”的儿科医生在朋友圈里转发
这条微信。

最近一周，浙大儿院两个院区的工作日日均门诊量为10018
人次，双休日日均门诊量7464人次。本周一，两院区总门诊量
10844人次，其中夜门诊达1600人次。

“一般情况下，我们医院能承受的门诊量是每天8000人次，夜
门诊是800人次。但最近两个月严重超负荷运转，11月门诊量比
去年同期增加21.6%，12月1日-6日比去年同期增加25.6%。”浙大
儿院副院长龚方戚说。

杭州市一医院：夜急诊24小时开放
杭州市儿童医院：夜急诊24小时开放
杭师大附属医院：夜急诊17：00-第二天8：00开放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夜急诊17：00-第二天7：30
浙江省人民医院：夜急诊24小时开放
杭州市红会医院：夜急诊17：00-第二天8：00
杭州市中医院：儿科急诊全天24小时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夜急诊16：30-第二天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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