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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

各地要扩大吸氧和血氧监测服务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卫健

委网站1月3日消息，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做好
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
前移”工作的通知》，通知共分为
十二条，通知称，为充分发挥基
层组织综合管理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专业服务作用，坚持“早
发现、早识别、早干预、早转诊”，
预防和减少新冠病毒感染重症
发生，确保疫情防控“迎峰转段”
平稳有序，现就当前做好重点人
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
通知如下（有节选）：

必备药品器械直达
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筑牢织密基层保健康防线。
各级联防联控机制要加强统筹
协调，加大组织调度，落实资金
保障，畅通保供渠道，组织集中
采购，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
员、药品、设备配备到位，必备药
品器械直达村卫生室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要按照服务人口
15%至20%的标准，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配齐配足新冠病毒感
染对症治疗的中成药、退热药、
止咳药及抗原检测试剂盒配备，
确保机构可用量始终保持在2周
以上。各地根据实际，适时将治

疗新冠病毒感染小分子药配送
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强化发
热诊室建设，按照标准配齐相关
设施设备。在规模较大的居民
小区或村以及公共设施内，要通
过设置流动服务点等方式，方便
居民就近获得医药健康服务。

明确网格内65岁以上老年人
等重点群体服务包保团队

强化重点人群包保联系。
县（市、区）要加强基层人力组织
调度，强化街道乡镇政府责任，
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组织动员
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公共卫生
委员会、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
志愿者等，以街道乡镇为单位通
过包片（村）、包户、包人等方式，
明确网格内65岁以上老年人、孕
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
联系服务包保团队。参与包保
团队工作的人数要与所联系服
务的重点人群数相匹配，每个团
队至少指定1名医务人员提供专
业指导。各地要为高龄老人、有
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
人群和困境儿童发放“健康包”，
包括一定数量的退热药、止咳
药、感冒药、抗原检测试剂、口
罩、消毒用品等。要特别关注空
巢（独居）老人和仅与残疾子女

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加强日常
联系。

主动做好重点人群动态服
务。发挥家庭医生联系群众和
主动服务作用，利用云服务、电
话、微信、视频等非接触方式或
上门随访等面对面服务方式，做
实红黄绿色标识重点人群健康
服务。把机构和家庭医生24小
时联系咨询电话告知到重点人
群或家庭落实到位；通过多种方
式对黄色、红色标识重点人群每
周联系分别不少于2次和3次落
实到位；对红色标识感染人员立
即指导就诊转诊，对黄色标识感
染人员加强对症用药指导，每天
进行健康监测，症状持续加重或
经评估不适宜居家的及时就诊
转诊。

扩大吸氧和血氧监测服务

各地要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
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
备，确保能够及时为门诊患者、
居家治疗患者及养老机构老年
人提供氧疗或氧气灌装服务。
增加指夹式脉搏血氧仪（以下简
称指氧仪）配备数量，确保每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至少配备20个以上、每个社区

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至少配
备2个以上，及时为就诊和住院
患者开展血氧饱和度监测。要
为每个家庭医生团队、重点人群
包保团队、养老机构、福利机构
配备一定数量的指氧仪，满足巡
诊监测、访视监测、就地监测需
要。各地要积极组织为65岁以
上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症风险且
行动不便的重点人群发放指氧
仪，指导居家自测血氧饱和度。

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救护车配备

大力扩充院前急救转运能
力。县（区、市）域内要建立重
症患者转诊转运专班，扩充120
转运能力和电话坐席，落实道
路交通保障，确保急救电话24
小时拨得通、有车派、出车响应
时间较日常无明显延迟。加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救护车配备，确保每个机构
至少一辆，并接受120统一调
度。各县（市）政府要督促街
道、乡镇落实属地责任，设置专
人专岗，通过组织引导辖区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个
人车辆，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
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保障普
通患者转运需求。

及时转诊重症风险人员

对于高龄合并基础性疾病
等重症风险较高的感染者，一
旦发现感染，要及时转诊至有
诊疗能力的上级医院。对于基
层首诊的重症患者，要迅速准
确识别，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供
氧，采取积极抢救措施，尽量维
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在医护
人员陪同下及时转诊。各级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要确定专人负
责转诊衔接，简化重症患者转
诊流程，建立畅通重症患者转
诊绿色通道，完善养老机构老
年人就医转诊绿色通道，提高
转诊效率。

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全员培训

各地要针对基层医务人员
制定培训方案，开展多种培训，
使基层医务人员（包括乡村医
生）在短期内熟练掌握新冠重
点人群分级分类服务方法、感
染症状观察、感染者居家管理
和治疗、中医药救治和康复诊
疗、低氧血症早期发现、呼吸困
难的评估和问诊方法、指氧仪
的使用、重要转诊指征以及小
分子药物的适应症和正确使用
方法等。

感染后一直咳嗽会加重成肺炎吗？该怎么选中药？
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问：有的感染者在康复过程
中出现咳嗽症状，也有人担心咳
嗽久了会加重成肺炎，那该怎样
选用中药治疗？

答：咳嗽是机体的一种保护
性反射，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内的
分泌物或异物。从中医来看，热
退之后余邪未尽发生咳嗽，这类
咳嗽往往表现为痰少、色白、痰
黏、咽痒等。

从中医来看多为痰热、阴伤
等导致肺气失宣，临床可以选用
清肺、润肺、宣肺、化痰一类的中
成药，如急支糖浆、养阴清肺丸、
杏贝止咳颗粒等。

有人担心咳嗽久了会不会
加重成肺炎，要明确的是咳嗽本
身不会引起肺炎，肺炎除咳嗽以
外还会有发热持续不退，或喘
闷，或乏力，或有大量的黄黏痰
等，或者食欲严重下降，如出现
这些症状建议去医院就诊。

另外，家里老人、儿童等与
平时状态不同，比如精神倦怠、
乏力、食欲下降、呼吸急促、口唇
发紫等要引起重视，需要及时去
医院就诊，明确诊断，积极治疗，
避免病情延误。

问：和感染者住在一起，可

以用哪些方法来增强抵抗力、预
防感染？

答：作为新冠感染人群的同
住人，应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一、注意保暖，间断通风
冬季天气严寒，要注意保

暖。出门时穿衣戴帽，避免头颈
部受凉，防止寒邪侵犯。居家时
每日间断开窗通风，每次5至10
分钟即可，房间保暖更重要。

二、房间消毒
可使用中药熏蒸消毒，如苍

术、艾叶，加水置于屋内加温，持
续熏蒸，每日1次。

三、适度锻炼
根据不同的年龄，采用不同

的运动方式。年轻人可进行有
氧运动，老年人可练习八段锦、
太极拳、五禽戏等，增强体质。

四、饮食调理
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多饮

水，不偏食。
五、调节情志
正确认识新冠，避免焦虑恐

慌，保持心态平和。
六、中药预防
从调理脾胃、利尿泄火、宣

肺升清等角度着手，选用苍术、
陈皮、金银花、桑叶、白茅根等泡
水，代茶饮。

问：新冠病毒感染恢复期应
注意什么？怎么运用中医药促
进身体康复？

答：部分患者在恢复期还存
在一些自觉症状，绝大多数轻型
感染者可在7至10天内恢复，可
以用些中医药办法，加快疾病的
康复。

明代医家吴又可在《温疫
论》中提出了“劳复”“食复”“自
复”。避免“三复”有助于防止病
情反复，促进身体的康复。

劳复指的是病情向好、热邪
退散之后，自身正气未复，患者
因过度劳累而导致病情复发，再
次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因此
患者要注意作息规律、运动适
当、不妄作劳，促进自身正气的
恢复。

食复指的是发热类疾病接
近痊愈，又因多食或偏食肥甘
厚味、辛辣刺激食物，余热结合
食积，再次出现发热、咽痛、便
秘等症状。因此发热类疾病后
期，应注意清淡饮食，减轻脾胃
消化负担，同时可以配合食疗
来促进恢复，如冬瓜、丝瓜、薏
米、红豆、绿豆、山药、莲子、银
耳等。

自复指的是病人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不明原因导致再次出
现发热等症状并迅速加重，多由
于治疗时间不够，余毒未净，因
此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中医师，
在坚持治疗的同时配合饮食调
摄、作息调节，防止病情再次
反复。

问：一些患者出现的“刀片
喉”症状，该怎样治疗？

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刀片
喉”症状是全身热毒症状减轻
后，热毒聚集到咽喉的一种症状
表现。如果早期规范治疗，通过
微微发汗、透热，把热毒透出去
了，这种症状就会很少。如果用
药不是特别规律和科学，比如用
退烧药发汗了，烧是退了，但热
毒并没有清除，此时整个咽喉部
的水肿就会加重，疼痛就会很
明显。

“在新冠病毒感染早期中医
治疗过程中，要在服用解表药的
同时加一些清热解毒利咽的药
物，大部分中成药都具有这样的
功效。”刘清泉说，如果已经出现

“刀片喉”，用利咽止痛、解毒利
咽的药物也能够缩短病程、减轻
病状。 本报综合

有有的的感感染染者者在在康康复复
过过程程中中出出现现咳咳嗽嗽症症状状，，
也也有有人人担担心心咳咳嗽嗽久久了了会会
加加重重成成肺肺炎炎，，那那该该怎怎样样
选选用用中中药药治治疗疗？？

和和感感染染者者住住在在一一
起起，，可可以以用用哪哪些些方方法法来来
增增强强抵抵抗抗力力，，预预防防感感染染？？

新新冠冠病病毒毒感感染染恢恢复复
期期应应注注意意什什么么？？

怎怎么么运运用用中中医医药药促促
进进身身体体康康复复？？

中中国国中中医医科科学学院院广广
安安门门医医院院急急诊诊科科主主任任齐齐
文文升升33日日在在国国务务院院联联防防
联联控控机机制制新新闻闻发发布布会会上上
表表示示，，咳咳嗽嗽主主要要是是来来清清
理理呼呼吸吸道道异异物物和和分分泌泌
物物，，是是机机体体的的一一种种保保护护
性性反反射射，，其其本本身身不不会会引引
起起肺肺炎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