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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台风“格美”外围影响申

城，晴雨不定。一场暴雨过后，艳阳高

照，张聪骑着她的单车又上路了。

张聪是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家庭医生。凉城

新村街道地处虹口区西北部，辖区内常

住人口近10万人。张聪签约的近1800

名居民中，重点人群超过50%，她的手

上还管理着12张家庭病床。

每个周四，张聪都会抽出半天时

间，定期“上门查房”签约居民中的重点

人群。这名90后家庭医生用一份“敲门

之约”，不仅敲响一扇扇居民的家门，也

成为了让居民信任的健康“守门人”。

签约一个人，服务一个家

第一位“上门查房”的对象是孙老

伯夫妇。两位耄耋老人，相依为命。

孙老伯的夫人因患有帕金森病、风

湿性关节炎等，长期卧床。“以前都是孙

老伯照顾太太起居，但前不久，孙老伯

也脑梗了，身体不太利索。”自此，张聪

上门的频次更勤了。

与老年人打交道，张聪有自己的一

套方法。“我们先来量个血压，测个指脉

氧。”握着老太太的手，张聪轻声哄着

她。其实，眼前的这位老人一度产生过

轻生的念头，是张聪用“话疗”慢慢打开

了她的心结，自此，老人认准了张聪。

90后医生遇上“90后”老人，医患间

碰擦出温暖的火花。

“血压105/60毫米汞柱，指脉氧98，

情况不错”“阿婆你的心率、血压、血糖

都很好，平时还是要尽量多动动，不然

肌肉会萎缩”……张聪有一本随身携带

的备忘录，一边记录这次的指标，一边

翻看之前的用药情况。花了将近半小

时，她为两位老人完善了基本检查并叮

嘱后续注意事项。一次上门，同时服务

两位患者，对于家庭医生而言，签约一

个人，服务的其实是一个家庭。

在张聪的门诊上，还有一家四代人

齐来看诊的“盛况”。“90多岁的老夫妻

有房颤、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

老人的儿女也患有多种慢性病，孙子孙

女则有年轻人的流行病如颈椎病、运动

损伤等，近期连重孙也开始来问诊。”这

是一份份来自患者的信任，让张聪觉

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抓住一句话，发现疾病线索

张聪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经过三年规培后入职凉城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在基层医疗机构所获得的成就感，是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

张聪曾在三级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等科室轮转，她总觉得，自己能

做的不多，患者获得的也不多。但到了基层，成为家庭医生后，一切

变了——“不多”变成了“很多”。

“我每天门诊看50到80名患者，能解决他们大部分需求，有的患

者带着愁容而来，带着笑容而走。”张聪说。

张聪喜欢跟老年人打交道，她还特意通过沪语情景喜剧学习上

海话，以便拉近与患者间的距离。每当老人家絮絮叨叨诉说着自己

的病情以及家长里短，她总会面带微笑、耐心倾听，“有时一句看似不

经意的话，隐藏着发现疾病的关键线索。”

一次，一位患者主诉自己半边肩膀痛，腿脚也不利索，怀疑自己得

了关节炎，想开些膏药。老人还随口说了一句：“早上起来还被床绊了

一下。”正是这句无意中的抱怨，让张聪迅速捕捉到了细节：单侧肢体

活动受限。她怀疑这是偏瘫前兆，迅速通过转诊系统将老人转诊至上

级医院。经诊断，老人被确诊为脑梗，所幸治疗及时，控制住了病情。

张聪的这份细致与严谨，为不少患者揪出了早期病灶，难怪有患

者说，“即使排队，也想请张医生看看。”

“张医生的电话比自家孩子来得还勤”

在居民中，张聪有相当一部分“粉丝”。沈老伯夫妇是张聪的第

一批签约居民。沈老伯曾患有胃癌，陈阿婆患过肺癌，张聪会定期上

门，了解两位老人的身体情况。

前段时间，沈老伯不巧感染了肺炎支原体，引发了肺炎。张聪第

一时间带着护士上门，为其采了指尖血，明确病情并详细评估后，为

其申请了上门补液。“沈老伯，近期感觉怎么样？”这次上门，张聪是来

“查作业”的，她用听诊器仔细探听老人肺部，“双肺呼吸音很清楚，身

体恢复得不错。”

“张医生的电话比自家孩子来得还勤。”提到张聪，沈老伯夫妇赞

不绝口，更为能有这样的健康“守门人”感到幸运。

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张聪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有时在凌晨

也会接到患者的问询电话。“老人家突然头晕，家属没有打120，第一

时间想到了我。”这份对于家庭医生的信任，也成了张聪在岗位上奋

斗的无穷动力。

“把患者放在心上，把心放在患者身上。”秉承这些从医初心，张

聪曾获得2023年“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提名。“一名好医生，不仅要

医术过硬、为患者解决病痛，更要让他们了解健康知识，教会他们如

何健康生活。”为了让健康科普深入人心，让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听得

懂、学得会，张聪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充电，并通过制作PPT、编写

讲稿等为居民普及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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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实习生 沈靖凯

张聪来到结对患者家检查身体指标，了解患者病情和身体

状况。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三伏炙烤，烈日当空。上海正迎来今

夏第三波高温，预计8月初，极端最高气

温可达39℃至40℃。高温天气对年老体

弱者是个严峻的考验。记者近日从上海

多家医院获悉，急诊量均有不同程度上

浮，老年患者占多数。有的老人在室内不

注意防暑降温而重度中暑，也有老人因

为高温导致血压波动，从而引起心脑血

管疾病。

“老人的感觉会变迟钝，暗藏健康风

险。”医生提醒，老人要根据天气变化，在

衣、食、住、行上多加注意，健康不能全凭自

我感觉，以免酿成大祸。

日接救护车  辆，老人送
医增多

“老人送来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很不好

了。经过抢救目前意识基本恢复，但肾功

能依旧没有恢复。”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急诊科副主任陈远卓提

到谢老伯，难掩惋惜。

年近八旬的谢老伯独居在家，上厕所

时意外摔倒，因爬不起身无法求救，待子女

上门发现时已过了大半天。“摔倒引起的外

伤并不是太严重，但因为在狭小闷热的空

间里滞留了很久，送医时患者体温高达40

多摄氏度，多脏器衰竭。”陈远卓说，这是典

型的重度中暑，加之患者本身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基础病，“病来如山倒，一发不

可收拾。”

入夏以来，上海十院急诊就诊量上涨

近20%，每天接收“120”救护车在70辆左

右，尤其以老年患者为多。

“老年人因各项生理功能减退，中枢

神经和末梢神经功能也减退，导致有的老

人对热并不敏感；还有的老年人即使觉得

热也会习惯性忍一忍，甚至认为开空调会

导致寒气入体，不宜养生。”陈远卓说，这

种做法很危险。老年人体温调节功能减

退，更容易在高温环境下出现头晕、恶心、

呕吐等中暑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昏迷甚至

死亡。

此外，持续高温环境还容易激活体内

不可控的炎症反应，引起多脏器损伤，一旦

出现，老年人很难恢复。陈远卓提醒，家中

小辈也要多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发现

情况不对要及时就医。

心梗发作不自知，警惕老人
“忍痛阈值”提高

上海这波高温炙烤将持续一段时间。

上海市疾控中心也于日前发出提醒：高温

天气，老年人容易发生中暑、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并产

生烦躁不安等负面情绪和导致认知功能

下降。

“高温天气会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于

体表，心脑血液供应减少，血液黏度上升，

导致心脏负担增加，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对于老年人来说，更容易诱发心肌梗死、脑

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增加老年人心脏病

和中风的患病风险。”复旦大学附属华东

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曲新凯告诉记者，

每年入夏后，心梗患者就会增多，“很多老

年人疼痛阈值提高，对疼痛症状并不敏

感，又不想麻烦家人，往往容易耽误病情，

值得警惕。”

市疾控中心提醒，为了安然度夏，老年

人在衣、食、住、行上应多加注意，同时适量

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和愉悦的心情。

比如，夏季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为

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和富含优质蛋

白质的食物，如鸡蛋、鱼虾。老年人还应

定时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水，避免身体

缺水。

室内开空调也有讲究。当室内温度较

高时，一定要使用空调降低环境温度，但室

温不宜过低，以26℃至28℃为宜。注意每

隔4小时到6小时关闭空调，开窗通风。不

宜长时间待在较凉的空调房里，夜间和清

晨时段可通过开窗通风降低温度。

老人外出应避开高温时段，如上午10

点到下午4点，尽量待在凉爽的室内或阴

凉处。如果确实需要在烈日下出行，应做

好防晒措施，如撑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

镜等，同时备足饮用水。

保持充足的睡眠也可增强免疫力，老

年人可养成午睡的习惯，每天午睡15分钟

至30分钟，补充睡眠的同时，也可帮助降

血压、舒缓情绪、缓解疲劳。

医生提醒，天气炎热，老年人一旦出

现头晕、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短等症

状，怀疑是中暑早期症状，应立即休息，

远离高温环境，喝一些凉水降温，病情未

得到缓解或严重时，应立即前往医院接

受治疗。

夏季急诊迎老年患者就医忙，“忍热”“忍痛”埋下重度中暑、心梗脑梗隐患

老年“钝感”须警惕，健康不能全凭自我感觉
■本报记者 李晨琰

一到夏天就吃不下，来一盘“果切”当

晚餐？在社交平台上，吃了“果切”后上吐

下泻的帖子不少。近日，在2024年食品安

全周上海健康大讲堂上，食品专家谈到，不

排除有些摊贩用并不新鲜的水果制作“果

切”，因此建议要吃水果的市民，尽可能吃

整只水果。专家同时就夏季“吃不下、睡不

着”等苦夏表现给予食疗养生支招。

夏季是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要注意

避免肠道传染病、食物中毒。上海食品安

全研究会理事刘少伟教授提醒，夏季高温

高湿，食物很容易变质。因此在购买食材

时，要选择新鲜原料，冷冻食品烹饪前要彻

底解冻，以防食品中心加热不透；对没吃完

的食物，按存贮要求进行常温、冷藏或冷冻

保存，冷藏食品一般当天食用较好，下次食

用前，先确认是否变质，已变质的食品及时

清理，未变质的食品要彻底加热煮透后方

可食用。

考虑到不少人爱点外卖，刘少伟提醒，

订餐时要选择网上公示有效证照、餐饮食

品安全量化等级高的餐饮单位，尽量不网

购凉菜、生食品种、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

品。收到食品后，要检查外包装是否贴了

防止受污染的签封措施。检查后及时食

用，勿长时间存放。

近年，不少水果店和街边小摊的“果

切”因食用方便、品种多，受消费者青睐。

不过，这些“果切”很可能成为“窜稀神器”。

“水果一旦霉变，即使只有一个发霉

点，其中有害物质也已侵蚀其他部位，整个

水果都不能食用。因此，要谨防‘果切’用

霉变水果滥竽充数。而且，水果切开后存

放时间久了，其中的维生素很容易氧化、流

失，造成营养含量降低。若存放时间过长

或保存不当，易受细菌污染，因此尽量不要

购买果切盒。”刘少伟说。

此外，眼下正是三伏天，是阳气最旺、

最炎热的时节，也是一年中人体消耗最多

的阶段。上海中医药大学孙丽红副教授

说，解暑祛湿是夏季食疗养生中的一大重

点。建议市民夏季要少量多次饮水，还可

多喝些淡茶水、菊花茶、百合绿豆汤、百合

银耳汤，这些都是防暑、解暑热的饮品。

此外，夏季易感湿邪，当人体被湿邪所侵，

可表现为头重、口中发黏等，并出现食欲

不振等症状。所以，饮食中也可选择健脾

祛湿的食物，如白扁豆、薏仁、茯苓、丝瓜、

砂仁、藿香等。

夏季是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专家提醒市民：

小心“果切”成胃肠道“刺客”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急诊医生强调快速反应，每天都要消

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更加难能可贵的

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的急诊医生倪童天在援藏期间主持开发

了多个适应高原急诊医学需求的长期项

目。即便援藏期满后，项目仍然能持续发

挥作用。这种可持续的谋划也是援藏工作

授人以渔的一种体现。

建立脓毒症早期预警系统

在日喀则广阔的乡村地区，人们保健

意识淡薄，牙痛、外伤未及时治愈，引起脓

毒症后病情急剧加重。由于症状复杂，医

生往往要花费一些时间辨识病因。

脓毒症是因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

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在倪童天

和急诊科同事的努力下，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建立起了脓毒症早期预警系统。

该系统基于患者的病历信息，将具有

脓毒症潜在风险的患者标记出来。不论哪

个科室的医生接诊，都会在电脑上接收到

相应的提示信息。对于那些接受侵入性手

术的住院患者，标记出脓毒症风险也有利

于加强针对性的护理。有了预警系统，对

脓毒症的确诊和对症治疗得到提速。

倪童天的派出单位是瑞金医院。几年

前，瑞金医院开发了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

脓毒症快速精准诊断方法，并纳入上海申

康医院发展中心临床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倪童天将其应用到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上海的经验做法在日喀则惠及当地更多

群众。

开展高山病诊治专项研究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是西藏自治

区唯一的国家重点临床专科，每年急诊量

3万余人次，危重病人数3000余人次，是自治

区唯一能够独立开展床旁血液净化治疗的急

诊科。科室以高山病、危重症、创伤灾难和中

毒为学科发展方向。来到日喀则后，倪童天

思考如何从本地需求出发助力急诊科室的长

期建设。

随着人们旅游、登山等活动的增多，高原

性肺水肿成为一种常见疾病。患者也不仅仅

是平原地区来此出游的人。现在交通发达

了，日喀则市民群众去过海拔较低的地方之

后，再回到高原，海拔骤降骤升也会得病。结

合现有条件，倪童天带领科室团队，研究将高

压氧舱治疗应用到高原肺水肿的早期阶段，

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倪童天和瑞金医院的指导下，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还重点研究了利尿药物呋

塞米在治疗高原肺水肿方面的效用。团队收

集近6年来因高原肺水肿住院患者的详细数

据，分析不同用法的呋塞米对高原肺水肿的

效果，研究结果形成论文发表。

建设高原灾难生命支持培训基地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作为西藏自

治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以及日喀则市

急诊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今年4月以急诊

与危重症教研室为骨干导师力量，完成了国

家灾难生命支持（NDLS）课程培训认证，成为

西藏首家国家灾难生命支持培训基地。这标

志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际级培训中心落

地，西藏地区迈出了普及规范化灾难救援技

能的重要一步。

援藏医疗队推行“师带徒”工作制，援藏

医生要承担培训教学任务。倪童天援藏期

间，通过项目化安排，为本地基层医务工作

者的培训搭建了载体。比如，灾难生命支持

课程中，通过桌面推演和模拟灾难情景，演

练了灾后应急、检伤分类、生化洗消的急救

流程。基层急诊医生熟悉了在灾难中组建

团队、搭建指挥中心以及选择个人防护设备

等环节。

另外，倪童天和团队还多次前往日喀则

市萨迦县中心医院，指导县级医院医护人员

演练针对心脏骤停、心律失常的急救，在实战

中检验急救技能和应变能力。

倪童天：授人以渔培育高原急诊力量

■本报记者 沈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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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记者昨天从上
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上海市保险学会举办

的“沪家保”上线一周年新闻通气会获悉，

全新升级的上海城市定制普惠型家庭综

合保险——“沪家保”2.0版将于8月8日

亮相，涵盖电动自行车充电自燃第三者责

任、宠物责任等多项市民较为关注的保障

责任。

据介绍，“沪家保”于去年8月8日发布

开售，实现了推动上海财产普惠保险政策

环境机制建设从0到1的突破。截至今年

7月28日，“沪家保”共为37.2万多户上海

居民提供4200多次理赔和增值服务，1.6

万多次客户咨询，以及超2490亿元的风险

保障。

运营一年来，“沪家保”按照“高赔付、

低费用”成本结构定价，普惠版保费89元/

年，城市版保费189元/年，在市场同类产

品中价格优惠亲民。相较于传统家财险，

“沪家保”除一般家庭财产保障外，还扩展

了高空坠物、燃气、火灾爆炸、电梯等4种

意外保障，以及高空坠物、火灾爆炸、管道

破裂等3种居家第三者责任，保障范围较

广，保障内容实用。

8月8日将面世的“沪家保”2.0版，实

现5个维度的迭代更新。一是保险责任再

扩充，2.0版涵盖电动自行车充电自燃第三

者责任、重新装修设计费用责任、家庭雇佣

人员责任、宠物责任（含疫苗费用）等。

二是增值服务再升级，将新增热水器、

微波炉清洗服务供参保人选择，并根据运

营情况优化派单机制策略，分区域、服务项

目、时段策略派单，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出

线上权益商城，打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的

综合性平台，丰富居家服务供应链。

三是让利幅度再加大。针对上年度无理

赔且续保的参保人，家庭财产保障、第三者责

任保障免赔额降低至300元。针对部分新增

的保险责任和增值服务，允许在拼团模式下

进行免费勾选增加，最低3单即可成团。

四是客户体验再提升。2.0版的理赔服

务强化“快处快赔、应赔尽赔”原则，并推出以

修代赔服务；完善短信服务、线上电话系统服

务功能。“沪家保”联盟将向社会公布理赔服

务、增值服务和电话服务的服务质量和时效

承诺。

五是风控效能再优化。在行业中首创风

险地图，实现防灾风控和科技手段的综合运

用，使事后补偿转变为事前防范，化解潜在风

险，有效减少意外风险发生，为智慧城市建设

贡献金融保险力量。

保险责任再扩充 增值服务再升级

2.0版“沪家保”8月升级上市

 倪童天正

在接诊一位老年

病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