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汤江峰) 2 月 19 日， 多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经积极救治、 细心护理， 在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和武汉肺科医院治愈， 当他们跨出院
门， 闻到春天的气息， 多日的愁容顿时舒展开来。
临行， 医生叮嘱， 回家后要做好 “跟踪随访”， 众
人均表示积极配合。

“不是痊愈出院了吗?还要跟踪随访什么?”
“怎样做好跟踪随访?” “患者出院后需要注意什
么?” ……针对公众关心的话题， 2 月 20 日， 记者
连线采访国家卫健委抗击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 中
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主任委员、 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专家吴安华教授。

吴安华说， 对治愈出院的患者跟踪随访是实
现全流程管理的有力举措， 是对出院患者定期了
解病情变化和指导康复的一种观察方法， 也是新
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必做的功课。 通过随访可以对
患者进行跟踪观察， 掌握第一手资料， 以便统计
分析、 积累经验， 同时， 也有利于探索研究新冠
肺炎发生、 发展与转归， 提高救治水平， 从而更
好地为患者服务。

据跟踪随访的流程要求， 定点医院要做好与
患者居住地基层医疗机构间的联系， 共享病历资
料， 及时将出院患者信息推送至患者辖区或居住地
居委会和基层医疗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在收到出院
患者信息后， 要对出院患者开展健康指导和健康状
况监测， 发生异常情况及时向定点医院报告。

如何科学有序落实跟踪随访措施?吴安华指
出， 各定点医院要做好出院患者的复诊安排， 为
其安排好出院 2-4 周后的复诊计划。 复诊时重点
复查血常规、 生化、 氧饱和度， 必要时复查新冠
病毒病原学检测。 有肺炎的患者， 复查胸部 CT
影像学检查， 了解肺部炎症吸收情况。 基层医疗
机构要加强对出院患者的健康管理， 及时了解患
者体温、 呼吸道症状， 重点加强对老年人和患有
高血压、 糖尿病等出院患者的监测。 一旦发现发
热、 咽痛、 胸闷等不适症状， 指导患者尽快到设
有发热门诊的上级医院就医。

吴安华说， 信息时代可用好信息手段跟踪随
访。 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做好居民健康
档案、 电子病历、 出院随访档案等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 实现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诊治与健康管理
的全闭环 。 家庭医生和乡村医生可通过签约
APP、 电话、 微信等多种手段与辖区内管理的出
院患者信息互动。

吴安华提醒， 患者出院后， 应遵从医嘱， 主动
联系社区医师观察， 按要求进行有关检查， 尤其是
已经签约参加某些临床观察项目人员。 因恢复期机
体免疫功能低下， 有感染其它病原体风险， 应继续
进行 14 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 佩戴口罩； 有条件
的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 减少与家人的近距离
密切接触； 分餐饮食， 做好手卫生， 避免外出活动。

服务读者 健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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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长沙各中医医院加班加点熬制、 灌装中药预防合剂， 发放到复工企事业单位和
部分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手中，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中医药力量。 截至 2 月 19
日， 长沙市中医医院等 3 家中医医院向各企事业单位发放中药预防合剂、 中药预防饮片、 中
药香囊 60余万份。 图为浏阳市中医医院加班加点赶制预防中药。 通讯员 彭宇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2 月 22 日， 中央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
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
措施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

《通知》 指出，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广大医务
人员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
一线， 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作
出重大贡献。 当前全国疫情防
控进入关键时期， 医务人员工
作任务重、 感染风险高、 工作
压力大， 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
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 、 关
心、 爱护， 加强各方面支持保
障，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使
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 昂
扬斗志 、 旺盛精力 ， 持续健
康、 心无旁骛投入战胜疫情斗
争。

《通知》 就进一步保护关
心爱护医务人员提出十方面措
施。 一要提高疫情防治人员薪
酬待遇。 各地要在落实现有政
策基础上， 将湖北省 （含援湖
北医疗队） 一线医务人员临时
性工作补助标准提高 1 倍、 薪

酬水平提高 2 倍， 扩大卫生防
疫津贴发放范围， 确保覆盖全
体一线医务人员。 二要做好工
伤认定和待遇保障。 各地要做
好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
炎医务人员的工伤认定， 开辟
绿色通道、 简化理赔程序， 保
障医务人员及时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三要实施职称评聘倾斜
措施。 一线医务人员在职称评
聘中优先申报、 优先参评、 优
先聘任， 晋升职称、 晋升岗位
等级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
限制。 医务人员参加疫情防治
经历可视同为一年基层工作经
历。 四要落实一线医务人员生
活保障。 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
基础性疾病药物、 卫生用品以
及干净、 营养、 便捷的就餐服
务， 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和与
家人隔离的必要条件。 采取专
车接送解决定点医院一线医务
人员通勤问题。 五要加强医务
人员个人防护。 全力救治受感
染的医务人员。 医用防护品要
重点向疫情防控一线投放使
用， 特别是要全力保障定点救
治医院、 发热门诊、 集中隔离
观察点等一线医务人员防护物

资需求。 六要确保轮换休整到
位。 对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人员
安排强制休息。 疫情结束后，
及时组织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和
疗养休养， 并适当增加休息和
带薪休假时间。 七要及时做好
心理调适疏导。 开展一线医务
人员心理健康评估， 强化心理
援助措施， 做到心理问题早发
现、 早干预、 早疏导。 八要切
实落实有困难家庭的照顾帮
扶。 开通一线医务人员家属就
医绿色通道， 建立社区干部联
系帮扶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制
度， 对于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
育给予更多帮助关爱。 九要创
造更加安全的执业环境。 完善
问责机制， 维护医疗秩序， 保
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对于伤
害医务人员的， 坚决依法严肃
查处。 十要开展烈士褒扬和先
进表彰。 依法做好因疫情防控
牺牲殉职人员的烈士评定和褒
扬工作， 全面做好抚恤优待。
开展医务人员及时奖励和表
彰， 对于获得表彰以及被认定
为烈士的医务人员的子女， 在
入学升学方面按规定享受相关
待遇。

赶制防“疫”中药

中央出台十方面措施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必做的功课
进一步保护关心医务人员 跟 踪 随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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