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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上个周三吧？4月1日，安徽省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转眼又是
周三，新医改一周以来收效如何？大医院还那么“撑”吗？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昨
日对此进行了探访。

记者 李皖婷

NO.1慢病最好能去基层就诊

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表示，医院曾对

该院门诊患者做过调查，发现 30%至

40%都是高血压一类的慢病，他们去大医

院往往只是监测一下血压，或是调整药品。

医生建议，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老

年患者，尤其是定期调整药品的患者，希

望他们能去基层就诊。因为基层医院具

备慢性病的就诊条件，而且也省去了老

人家的奔波之苦。

NO.2 不紧急就避开高峰

对于大医院来说，一周伊始总是人最

多的时候。

据了解，每周一、周二就是安医大一

附院的门诊“峰日”，日均门诊量达到了惊

人的12000人。

对于儿科、妇产科等需求量较大的科

室，医生建议患者尽早预约，如果不是紧

要病，可避开就诊高峰。一般医院就诊高

峰在周一、周二的上午。

新医改一周 大医院患者稳中略降
建议：非紧急病情尽量避开就诊高峰期；老慢病最好去基层就诊

NO.1 大医院患者稳中略降

昨天是清明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省城各大医院门诊大厅熙熙攘攘，挂号

的、拿检验单的、取药的人依旧排成长队。

“医改几天来，我们医院的情况总体比

较平稳，门诊、住院的病人略有下降。”合肥

市二院相关负责人说。“稳中略降”这几乎

可以代表省城绝大多数大医院的声音。

作为一家三甲专科医院，合肥市口腔

医院医改一周来的患者数量没什么变化，

而限时限号对医生来说也基本没影响。

NO.2 挂普通号的患者多了

“医改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新情况，就

是挂普通号的患者比以前多了。”安徽省

立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他分析，这或与专家门诊诊查费上

调有关。“医改前，普通号3元，专家号5元，

患儿家长都冲着专家号去的；但现在专家

号涨价了，一些生小病的患儿家长就会选

择挂普通号。”此外，医改之后，不少患儿家

长错开就诊高峰期，预约下午就诊，不但缓

解了医生的压力，大人、孩子也都轻松。

患者：能否增设老人窗口？

“药费降了，诊查费增加了，说实

话，我都不太关心，我只关心到底能不

能挂上号。”患者刘奶奶建议，对于不

会预约、孩子又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来

说，医院是否能增设一个老年人挂号

窗口？

“这只是个别现象，以后适应了可能

会好一些。”多家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也都

告诉记者，医院为此增加了诊室，尽量消

化当天的患者。

医生：若长期加班很难坚持

医者仁心，为了不让患者白跑一趟，

不将患者拒之门外，很多医院采取了增

设诊室，增加医生排班次数的办法来消

化患者，医生的工作时间也增加了。

“也许我们能坚持一星期、一个月，

但是长期下来肯定不行。”省城一家大医

院的医生告诉记者，限时限号虽然看起

来是医生轻松了，但工作量并没有减少，

“超负荷运转不一定会有更好的服务。”

医院负责人：要改变习惯

医改限时限号，实行分级定价，拉开不

同级别医院价差，倒逼形成分级诊疗机

制。但是从新医改一周的情况来看，这种

变化似乎并不明显——大医院仍然人山人

海，基层医院依旧门可罗雀。

“目前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说不

定下个月就会有质的变化。”省城一家三

级医院的负责人介绍说，此次医改，倒逼

形成分级诊疗的前提，是改变患者的就

诊习惯以及医生的工作习惯。

“患者不论病情轻重，都喜欢找专

家看病，而医生每半天接待60至70人，

问诊不一定细致。”这名负责人认为，患

者发现在大医院看病更难后，而在病情

不重的情况下，只能去基层，这样他也

会习惯并信任基层的医生；而医生放慢

了节奏，也会养成问诊更仔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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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前来就诊的儿童患者很多。 记者 程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