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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首日，医患都有点不习惯

患者：凌晨4点赶到医院挂号抢“位置”
医院：有的大医院门诊量少了近1/4

昨天早上一觉醒来，本以为窗外会是预报的那样“降温”、“下雨”，不料仍是阳光明
媚，一如这几天的微热。而新医改，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

取消药品加成，降低检查费，提高诊疗费和手术费，门诊限时限号，鼓励小病在基
层就诊……新医改首日，患者能接受吗？大医院人少了吗？社区医院井喷了吗？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派出多路记者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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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医大一附院：昨天上午7：40，60多

岁的祝文斌坐在安医大一附院门诊2楼

的内分泌科候诊区等待叫号。与其他人

的焦急等待相比，她多了一丝淡定。“我凌

晨4点就到了，我挂了1号。”

“昨天看新闻知道医院开始限号了，

所以今天凌晨3点多就起床了。我家住

在南七，离得比较近。我抢到了第1号。”

72岁的陆碧君显然很羡慕她。她凌

晨4点出门，可因为家离得比较远，等她

赶到医院时，“好位置”都被抢完了，所以

她只挂到了5号。

在该院一楼门诊大厅，来自寿县的孙

女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司机不熟

悉路，凌晨3点就从老家出发的孙女士足

足用了4个多小时才赶到医院，却被告知

想挂的专家号已经挂完了。好在导诊台

护士考虑到外地病人就诊很不容易，申请

为她加了一个号。

省立医院：时钟刚走到8：25，挂号窗

口旁边的显示屏上就显示：门诊妇产科、

门诊骨科、门诊呼吸内科等上午的专家号

都已挂完；门诊消化内科、针灸科等下午

的专家号也已挂完。

大厅现场预约处的柜台前站满了前

来咨询和预约的人。工作人员表示，本周

和下周一、周二的很多专家号基本都已被

预约完，只有预约下周三以后的号。

“我是从宿州过来的，3月31日晚上

到合肥的，本想4月1日一早给我父亲挂

一个消化内科的专家号，不知道有限号这

回事，结果到了才被告知专家号已没有

了，要预约，得等到下周。”没有挂上号，徐

先生有些失望。

挂号：凌晨4点到医院只为抢个好“位置”

患者

安医大附院门诊大厅，全科医生方便门诊

安徽省儿童医院：“虽然挂号很紧

张，但是就诊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张

女士说，女儿娟娟从两三岁开始就在安

徽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华山处

看病，每次虽然看病的效果不错，但是时

间总是太短。

“平时看病也就三五分钟吧，每次都

是赶了老远的路也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

看上病，但就诊时间就那么几分钟，心里

总有点不平衡。”这次看病，张女士特意算

了下就诊时间，总共是13分钟。

“心里很舒坦，还问了一些以前想问

但是没时间问的问题，华主任都给出了很

专业的意见。”

新医改规定，城市三级公立医院专家

门诊，患者平均看病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0分钟，普通门诊患者平均看病时间不

少于6分钟。

安徽省二院：在安徽省二院中医科诊

室，合肥的张大哥首先告诉医生自己的身

体哪方面不适，医生随后对他进行了号

脉、观舌苔，并就诊断结果给了张大哥治

疗意见。整个过程远远超过了10分钟。

“医生讲解的很详细，学到不少知识，

看来跟医生多聊会天真不错。”张大哥笑

着说。

就诊：与医生轻松交谈了10多分钟

早上，记者跟随糖尿病患者崔铸华去

安医大一附院药房拿药。发票上显示，崔

铸华开了两种药，一种是阿卡波糖片三

盒，133.5元，精蛋白5支，279.5元，一共

花费413元。医保统筹支付321.45元，崔

大爷自费91.55元。

“以前开同样的药，我自费100多点，

算上挂号（即诊查费）20元，相差不了几

块钱。”崔铸华说。

如果说慢性病去大医院花钱差不多

只是更费时的话，医改后去大医院看小病

则显得不太划算。昨天上午，25岁的小刘

来医院拔智齿，挂了专家门诊，医生为其

做了高位阻生牙拔除术，并开了消炎药。

记者算了一下，小刘一共花费了242

元，包括专家门诊诊察费20元、手术费

162元和药费60元；而在医改前，这个费

用为194元（挂号费 5 元，手术费 120 元，

药费 69 元）。但如果换成在社区医院就

诊，总费用下降10%～20%，总费用最低

为193.6元。

相比之下，看疑难杂症的花费就相对少

了。60岁的王大爷腿疼反复发作，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又找不到原因，昨天上午，他

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安医大一附院就诊。

由于病情较为复杂，医生建议他做核磁共

振增强扫描才能确诊，并开了口服镇痛药。

算下来，王大爷一共花费了497元，

知名专家诊察费 50元 + 核磁共振 396

元 + 口服药51元 = 497元；而医改前却

要花上540元，挂号费40元 + 核磁共振

440元 + 口服药60元 = 540元。

拿药：慢病药品花费与之前相差不多

早上8点，陈明卫准时出现在安医大

一附院门诊二楼内分泌科的一间诊室中。

陈明卫的病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

“老糖友”，他们定期来陈明卫这里调整用

药方案，有时做一些常规检查。对于这些

老病号来说，整个看病时间一般不超过

10分钟，却会耗费他们数个小时来排队

挂号和候诊。

8点10分，66岁的崔铸华进入诊室，

他挂的是3号。

“医生，帮我量个血压，我平时血压有

点高。”崔铸华说。在助手量血压的同时，

陈明卫开始例行问诊。

陈明卫说，像崔铸华这样的慢病患

者，完全可以去社区医院调整用药方案，

量血压、测血糖等也可以在那里完成。“但

是他们不愿意去，我们总不能粗暴地把患

者往外推吧，这个还要一点点改变。”没等

陈明卫说完，一旁的崔铸华接口道：“我就

信任陈主任。”

安医大一附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陈明卫：
“不能粗暴地把患者往外推”

医生

让魏艳艳感触最深的，是新医改后

她确实有更多时间来回答患者的提问了。

“以前一周上两次门诊，每次只开一

个诊室，最多的时候，半天要接待60个患

者，门诊看到中午12点是常有的事。”

新医改启动后，安医大二附院肝病

科又增开了一个诊室，加上限时限号，魏

艳艳的压力也小了很多。昨天上午，她看

了20几个病人，每个病人的问诊时间都

在6分钟左右，有些初诊病人的时间还会

略长一些。

“明显感到和病人交流的时间比以

前多了，最关键的是，我应该可以在11点

半准时下班去吃午饭了。”魏艳艳笑着说。

安医大二附院肝病科主治医师 魏艳艳：
“终于可以按时吃上午饭了”

在没有限号之前，华山每半天的门诊

量在50多人，是现在的两倍。

“虽然要执行新医改限号政策，但是

遇到一些急症、重症或者外地赶来的患

儿，我们还是会给他们加号看病，医生为

难可以，不能让患儿家长为难。”华山说。

新医改规定，专家门诊平均看病时间

原则上不少于10分钟，普通门诊患者平均

看病时间不少于6分钟。这意味着跟患儿

家长交流的时间增多，让医生就可以更详

细地了解患儿病情，家长也可以回忆更多

的细节。不过华山表示，新医改政策执行

起来好处很多，但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有的患儿就是非常普通的感冒，症

状轻微，也不发烧，明明几分钟就能看完

的病，但是个别家长知道医改规定后，认

为我们没有看够10分钟就是对他的孩子

不负责任，这其中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我们

医务工作者去解释和疏导，以期待获得更

多的理解。”

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华山：
“没看够10分钟并不一定是医生不负责任”

安医大一附院：昨天门诊量 8437 人

次，比上周三减少1945人次，其中绩溪路

减少 701 人次，长江路门诊减少 1165 人

次，科教楼减少 52 人次。与前天相比下

降1505人次。

安医大二附院：截止到昨天下午五

点，门诊量为3210人次；今年3月份，该院

日均门诊量是3442人次。

医改首日，大医院门诊量减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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