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新实施了“分类分区

分层”救治体系，构筑起“保健康、防重症”防线。针

对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儿童开通绿色通道，血

透、肿瘤、高龄慢性病患者开辟专门区域，留足资源

保障普通患者就医。为兜住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

的底线，该院通过强化门急诊和发热门诊管理、组

建专业新冠感染救治团队和加强重症救治力量等

多项措施来保障“分类分区分层”救治体系的实施。

目前，该院配备重症医师 228 人、护理人员 741
人，共开设 400 余张重症和专科 ICU 床位，收治危重

症患者。同时，该院积极抽调临床专科医务人员组

建重症救治预备队伍，不定期轮换预备队医务人员

进入重症救治病房，必要时重症医师可达 500 余人、

护理人员可达 1500 余人。在医疗设备保障方面，配

备了 600 台呼吸机、2000 余台监护仪等急救设施。

此外，该院互联网医院开设“线上新冠门诊”

和“线上购药”便民服务，专家团队为患者提供症

状咨询、对症指导用药。购药服务向省内外所有

群众开放，快递免费配送到家、送药上门，该服务

覆 盖 1000 余 种 常 用 药 品 和 新 冠 感 染 居 家 推 荐 用

药 。 药 师 24 小 时 在 线 解 答 患 者 在 购 药 过 程 中 遇

到的问题。 （朱怡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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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救治 守护健康
——我省医疗机构全力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编者按：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为全力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我省各级医疗机构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完善医疗救治能力，着力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保障各项医疗工作有序运行。广大医护

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坚守岗位、连续作战，以医者仁心的坚定和执着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为解决群众就医需求，省荣军优抚医院紧急开

设发热门诊和内科病房，增加重症医学科（ICU）床

位，做好药品采购、氧气供应保障和重点稀缺药品

管理工作。 甘乾呈摄

为了保障口腔医疗的有序进行，南昌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的医务人员始终坚守，用责任和担当筑好

人民群众的口腔健康防线。 朱 微摄

整合资源实现应收尽收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合全院资源力量，按照

“分级分层”接收救治，打通内科外科的学科限制，全力

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保障新冠患者的医疗救

治。“我们把床位调配的权力下放到急诊，急诊可对全

院各科室床位进行统一调配，所有临床科室均要接收

新冠患者。”该院医务处处长沈威介绍。

东湖院区及红角洲院区分别抽调 4 个病区转化为

重症病房，呼吸机全部由医务处统一管理调配，心电监

护仪由护理部统一管理调配……为保障新冠重症患者

及时有效救治，该院不断优化诊疗流程，对现有医疗资

源进行统一调配和重组，抽调近 140 名护士支援急诊、

重症监护室、呼吸科等重点科室，并开展急救医疗设备

采购调配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医院对新冠患者的接

收能力和对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能力。

为保障重症患者的救治质量，该院在各院区成立

了新冠专家会诊小组，对已收治、新收治的新冠重症

患者进行会诊讨论，为患者的医疗安全上一道“双保

险”，并成立了由急诊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

性疾病科、心血管内科等学科联合组成的专家组，对

全院医护加强培训管理，保证医院各科室新冠诊治能

力同质化。 （杨君琴 吴竺静）

全院一盘棋确保及时救治

省人民医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新冠患

者医疗救治作为头等大事、中心工作来抓，全力以赴守

护群众生命健康。

该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新冠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按照“整体化作战、高效化运行、每天一调度”的原则，

每天调度患者收治、医疗资源准备情况，每周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医疗救治工作，并深入临床一线，急诊、

重症等一线科室，协调患者收治住院、设备药品紧缺等

问题，尽最大可能满足患者就医及诊疗需求。

此 外 ，该 院 按 照 患 者 病 情 严 重 程 度 规 范 实 施 分

类 收 治 ，全 力 做 到 应 收 尽 收 、应 治 尽 治 。 坚 持 全 院

“一盘棋”，对医护人员岗位、诊疗床位、急救设备、药

品 实 行 统 一 管 理 、动 态 调 配 。 同 时 ，该 院 组 建 由 呼

吸 、急 诊 、重 症 等 专 业 人 员 构 成 的 专 家 组 ，实 施 巡 诊

查 房 指 导 和 责 任 包 干 制 ，专 家 组 每 日 定 时 前 往 各 自

负 责 的 住 院 病 区 开 展 巡 诊 查 房 工 作 ，确 保 患 者 得 到

及时救治。 （邹伏英 刘 奕）

打造完整医疗服务链

省中医院主动发挥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特色优

势，以“保健康、防重症”为主要目标，成立新冠救治专

家组，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优化群众就医流程，打造了

一条针对新冠病毒从中医预防到治疗再到康复的完整

医疗服务链。

为减少患者外出，方便群众就医，该院针对无症

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开设了线上门诊，服务涵盖内

科 、外 科 、妇 科 和 儿 科 ，为 有 需 要 的 人 群 提 供 健 康 咨

询、问诊、就医用药指导、开单（药）、药品邮寄等诊疗

服务。

针对需要救治的人群，该院增加新冠专科门诊及

预防门诊排班，增加接诊力量。抽调有多次抗疫经验

的医务人员组建专班医疗组，设立综合内科、综合外科

收治新冠患者。对有可能出现重症、危重症病例，则进

行多学科联合诊疗、中西医结合共同处理，实行“一人

一方”“一人一策”，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死率。

目前，该院两个院区开设 20 层病区收治新冠感染

者，成立了新冠救治专家组，分病区进行救治指导，并

设立了 350 张重症床位专门收治新冠重症患者。此外，

该院还将防治工作端口前移，派遣专家团队走进社区、

养老院，为老人送去了新冠病毒治疗中药方剂“散寒除

湿抗毒颗粒”和“清热化湿抗毒颗粒”，并提供健康指导

服务。 （杨 萌）

推出影像检查便民通道

省妇幼保健院在全力保障母婴安全的前提下，为

缓解综合医院新冠感染肺部 CT 等影像检查压力，满

足患者就医需求，推出新冠感染肺部 CT 等检查便民

通道。

面对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该院紧紧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的工作目标，统筹调配“一院三区”医

务力量、强化分级分类管理、畅通绿色通道，保障就医

服务不断档。同时，医院还优化了孕产妇及儿童急危

重症患者救治流程，升级扩容发热门诊，做好防疫物资

和药品贮备。为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九龙

湖院区开设了成人发热门诊和儿童发热门诊，建立了

负压病房、负压产房、负压手术室，开辟了急诊绿色通

道，全力保障广大妇女儿童就医需求。

同时，该院在互联网医院和三个院区开设线上和

线下咨询门诊和中医预防门诊，组织专家研制中医药

香囊、中药茶饮、方药等，提供线上就医咨询和送药快

递到家服务，还建立了微信随访群，为阳性孕产妇答疑

解惑，提供专业指导和随访服务。 （袁依凡）

分区收治降低感染风险

省肿瘤医院（南昌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作为该院收治新冠感染危重症患者第一梯队科室，科

主任李东海高度重视医疗护理质量安全和院感防控安

全，多措并举为新冠重症患者和肿瘤患者提供优质诊

疗服务，贯彻落实“生命至上”“应收尽收”“分级分类”

救治原则。

据悉，该院实行分区收治，降低感染风险。新冠感

染重症患者全部集中于急救设备设施完备的监护室，

24 小时专人管理，密切监护、及时处置；择期手术患者

集中在病房改造的临时监护室，配备必要仪器设备，24
小时专人管理，病情稳定之后迁回普通病房；其余普通

病房患者分区分类管理，尽量避免发生交叉感染；配足

物资，减少非战斗减员。护士长全面评估并配备足够

护理耗材和防护物资，专人管理；弹性调配，确保护理

人力。每天根据工作量动态排班，全面落实责任制整

体护理，确保诊疗质量与安全。

此外，该院关注患者心理，体现人文关怀。责任和

值班护士按时巡视病房，关注患者心理状况，及时疏导

不良情绪，引导树立战胜疾病信心，提供力所能及服

务，如代购生活物品、订餐服务等。 （张巧蓉）

统筹医疗资源全面收治眼科患者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作为省内唯一眼科三甲专

科医院，按照省卫生健康委医疗资源统筹机制，医院通

过增加上诊医师、增加号源、扩充住院床位等方式，引

导眼科疾病患者有序来院就医，为定点救治医院腾挪

医疗资源。为保障眼科急症患者能够及时就诊，医院

开通就诊绿色通道，统筹安排全院住院床位，按照疾病

轻重缓急程度分类收治患者，让每一位就诊患者都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始终践行“明眸明德 仁心

仁术”的院训，以人民群众的眼健康为中心，汇聚精英

人才，不断引进和开展新技术，持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

平，已成为全省眼科亚临床学科较齐全、诊疗病种多、

综合实力强的三级甲等眼科专科医院，让我省老百姓

的疑难眼病足不出省能得到优质诊疗，不断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眼健康的需求。 （吴国福）

重症“突击队”全力救治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从临床各科室抽调人员支

援发热门诊和急诊科以缓解压力；组织成立了呼吸重

症医学监护室（RICU），扩张重症床位到 65 张，抽调临

床科室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加入，由呼吸科主任担任 RI⁃
CU 主任，打破内外科和专业界限，所有的内科科室均

需收治新冠感染患者，包括危重症患者；外科科室在保

证本科室急诊手术病人收治的前提下，延缓择期手术，

优先收治新冠患者……

作为收治重症患者的 ICU，是拯救生命的最后一

道防线。当前，ICU 主要以患有基础病的老人为主，重

症较多，患者病情变化快，科室压力非常大。“我们建立

了家属群，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告知家属病人情况，血氧

多少、尿量多少、用了什么药，尽我们所能提供更人性

化的服务，给家属提供一点温暖。”该院 ICU 护士长曾

江红介绍。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新冠救治的绝对主力。目

前，呼吸科科室全力保障急诊和发热门诊新冠患者的

收治，对急危重症患者做到了应收尽收。 （周子婷）

调整优化诊疗流程

南昌市第一医院全院动员、全面统筹，结合医院实

际，不断调整优化诊疗流程、统筹整合医疗资源，坚持

人力资源调配“全院一盘棋”、病房床位收治“全院一盘

棋”、医疗物资调度“全院一盘棋”，坚持每日研判、动态

调整，全力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医疗救治。

该院建立特殊时期全院“一张床”管理体系，第一

时间盘活院内资源，按照“分级分层分类”接收救治，打

通内科外科的学科限制，在特殊时期竭尽全力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第一时间优化局部诊疗流程，力争就诊

人员少排队、不排队，避免人员聚集；设置发热门诊药

房，满足单纯开药的患者需求，做到快诊快走、快速分

流，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就医需求；在人员上，优化院内

资源配置，抽调其他科室骨干力量充实急诊队伍，积极

收治急危重症病人。

此外，医院成立急危重患者救治院内会诊专家组，

每日为院内重症患者进行多学科联合会诊（MDT）。对

于特别复杂的病情，由专家组会诊后提交至院医务科，

由医务科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救治组联系，

进行线上会诊，从而保障重症患者的救治质量和医疗

安全。 （刘 铮）

摸清“家底”提升救治能力

1 月 2 日，南昌市人民医院连夜调配呼吸机、监护仪

等设备，将朝阳院区原有普通病区按照重症监护病房

进行配备，转换 ICU 病床 45 张，极大缓解了危重症患者

的救治需求；1 月 3 日，将抚河院区原有病区转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新病区，新增床位 35 张，满足一般患者的

住院需求。

南昌市人民医院高效联动，打通病房筹备的快速

通道，集中全部医疗资源对抗疫情。“24 小时候内，我们

所 有 的 物 资 设 备 全 部 到 位 ，全 院 上 下 对 我 们 支 持 很

大。”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科负责人熊政说，医

务护理调配人员，建立梯队调配机制；设备管理科紧急

协调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各类设备，全力支持保障；

总务科积极开荒保洁，全力以赴做好开科准备；宣传科

连夜落实标识标牌指引工作……集全院之力提升急危

重症救治能力。

该院医务部门全力做好医疗救治所需的床位和人

力调拨，第一时间对全院床位和医生人力情况进行梳

理摸排，摸清“家底”。“医院尽可能扩容床位，满足患者

就诊需求……”话还没说完，医务科科长陶涛的手机又

响起，调拨组建病房、精细化调配医生、实时调配床位

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闵 捷）

开展中西医结合救治

南昌市第九医院合理调配医疗资源，积极抓好医

疗救治、药品保供和重点人群保护工作，全力守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该院临时调整临床科室收治病种，合理调配床位，

分流患者。调增 ICU 床位，增派医务人员，明确由 ICU
收治危重症新冠感染患者，由呼吸内科收治重症及有

重症倾向的患者，另由感染科、肝病科等六个内科病房

收治轻型和普通型患者。通过以上运行机制，新冠病

毒感染患者的收治得以畅通。

同时，该院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救治，由中医专家

拟定中药协定处方“肺炎通用方”，调配、煎制中药饮片

供患者使用。针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由经验丰富的中

医师参加院级会诊，共同研究确定中西医结合治疗措

施，并负责中医治疗和病情观察，在新冠病毒感染医疗

救治中进一步发挥了中医药特色优势。 （张小芳）

中药内服外用“双管齐下”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独特

优 势 ，南 昌 市 洪 都 中 医 院 打 出 了 一 套 中 西 医 并 举 的

“组合拳”。

“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更稳。”南昌市洪都中

医院副院长兼内二科主任、中医博士胡穗发介绍，中

医 药 因 自 身 理 论 的 科 学 性 和 优 势 ，历 经 数 千 年 而 不

衰，至今在医疗保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临

床工作中运用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的同时，再配合中医

药效果更佳。尽早予以中药干预，以及对患者作出正

确的预判，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是降低患者转重率的

重要因素。

“除中药内服外，我们还应用了艾灸、针刺、耳穴压

豆、埋针等中医外治法。”胡穗发介绍，感染新冠病毒

后，许多患者除呼吸道症状外，还伴有失眠、便秘、食欲

不振等全身性症状。“中医学认为，人和自然是‘天人合

一’的关系，人体本身是形神统一的整体，中医外治法

可以大大提升患者的身体机能。” （邱佩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