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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避免去医院看“人海”，专家建议周末去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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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这份“血管避暑”指南

施工噪音持续一年多
市民直言“心好累”

读者互动

暑假已经过去半个多月 ，
上海天气正在往高温的路上

“狂奔”。 受此双重影响，上海多
家医院就诊儿童数量创新高 。
劳动报新闻热线 13671686848、
劳动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

“劳动观察”新闻客户端连日来
接到读者反映， 称儿科类医院
又被挤爆了 ，“去医院看病 ，看
的不只是医生，更是人海”。 据
此，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实地感
受到火热的暑期就医潮。

百米道路寸步难行

早 8 时， 顾戴路上私家车
已开始排起了长队。 2 分钟，车
辆纹丝不动；10 分钟，乘客开始
昏昏欲睡。 眼见百米道路寸步
难行， 记者无奈之下只好选择
下车步行。 同样选择步行的还
有家住附近的杨女士， 早上发
现孩子出现发热的情况后 ，她
请了假便推着婴儿车步行前往

医院。 “顾戴路通向儿科医院，
早上私家车太多了。 ”杨女士显
得习以为常，“路上堵， 开车反
而耽误时间，只要不是急病，我
们宁愿步行过来。 ”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的门诊大厅内，挂号、收费处 10
个窗口全部排起长龙。 在大厅
另一侧的便民服务中心处 ，工
作人员同样忙个不停。 来到患
儿输液区，更是座无虚席，当一
名患儿挂完点滴离开后， 手持
着输液袋的家长连忙冲上前

占位 。 在候诊区 ，记者还发现
一些拖着行李箱的家长 ，是从
外地赶来上海看病的。 赵女士
来自江苏南通， 早在暑假前 2
个月就开始谋划， 她每周到网
上卡着放号时间抢号， 连着失
败了好几个星期， 终于在半个
月前秒杀到了一个门诊号 。
但即便已有预约， 门诊挂号和
诊室候诊处仍然要排 2 个小时
以上。

想验光先得挤进去

上午 10 时，记者来到复旦
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宝庆

路分部， 院外的围栏边已经坐
满了家长和儿童。 走进大门，右
手是挂号/收费处，牵着孩子的
家长排着队满头大汗， 工作人
员收款、出单据，手指敲击键盘
几乎没有停歇。 蜿蜒的队伍从
院内一直排到院外路边， 安保
人员拿着喇叭维持秩序， 声音
已经嘶哑。

在验光区， 连台阶上也坐
满了家长与孩子， 想放一只脚
都显得困难。 记者费了好大劲
儿穿过候诊人群挤进去， 才发
现验光室内人流量更大。 而在
通往医生诊室的走廊上， 大量
候诊和等待检查结果的患儿和

家属堵住通道，一段 10 米的走
廊，五分钟才走完。

两大医院接诊数大增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

门诊数据显示， 从 7 月 1 日至
14 日， 门诊总量超 10 万人次，
日均就诊量 7596 人 ， 最高为
9097 人次/天， 同比增加 8%左
右。 该院门诊办公室相关人士
介绍，自 7 月份以来，中医科-针
推外治、骨科-骨折随访门诊、内
分泌遗传代谢-少女妇科、 矮小
症，还有肝病、神经内科等专科
专病就诊人数大幅上升。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了解到， 今年上半
年门诊量 1190309 人次 （包括
汾阳院区、 浦江院区、 宝庆分
部），比 2018 年 1-6 月增长 12.
97%， 其中宝庆分部 201331 人
次（包括口腔科），比 2018 年同
期增长 24.70%。

“宝庆分部面积总计 1800
多平方米， 上周单日最高门诊
量 1978 人次。 ” 院门办主任谢
诗蓉表示，暑期就诊患者增多，
对于宝庆分部来说确实压力不

小。 其中，7-12 岁儿童占就医
人数为 19.55% ，13-19 岁青少
年占就医人数 29.50%， 多数都
是来看近视眼的。

导医前移到地铁

“我们把导医岗位前移到
了 12 号线顾戴路地铁站，为前
来儿科医院就诊的患儿家长提

供咨询服务。 ”儿科医院门急诊
管理办公室主任沈国妹表示 ，
为了应对这个年度看病高峰 ，
医院从 7 月 1 日起各专科提前
半小时开诊； 内分泌遗传代谢
诊室由原来 3 间诊室增加至 6
间； 神经内科专科门诊由原来
每天 2 位医生增加至 3-4 位医
生；增加针推外治专病号源；增
加消化科专科诊室及增加专科

号源； 泌尿外科新增夜门诊专
科服务。 医院表示，根据门诊客
流大数据分析，周一至周五患
者就诊最集中 ，每日患者数量
均在 8000 人次以上，而周末两
天相对较少， 因此建议周末来
就医。

同样的， 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也积极开展相关

应对措施，开放所有号源预约，
并在医院外搭建自助服务区。

小暑过后，气温逐渐升高。 不
少患者认为冬天才是心脑血管疾

病的高发期，而夏天气温高，血管
舒张，不用太担心。 医生却告诫：
当气温上升到 32℃以上时， 脑卒
中的发生率会比平时高得多。

血管“避暑”别踩雷

误区一：入室内就开空调
外面烈日当头， 冲进房间立

马打开空调，体感舒适了，血管却
吃不消了。 医生提醒进入室内后，
应先让身体适应一下室内温度 。
开空调时， 应将室温维持在 26℃
-28℃之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来说， 室内外的温差应维持在
8℃以内。

误区二:等到口渴才喝水
如果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出

现失水过多的情况。 这与阳光下出
汗引起的水分流失不同，是一种隐
性的水分蒸发。 高温天气一定要多
饮温开水（30℃-40℃为宜），一次
喝水量不要超过 400毫升，也不要
用冰镇饮料、冰西瓜来代替饮水。

误区三：室内常紧闭门窗
空调房内如果经常门窗紧

闭，污浊的室内空气，既会给病菌
滋生提供温床， 也不利于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 室内要注意开窗通
风， 并在空气优良时去户外呼吸
一下新鲜空气。

血管“避暑”小贴士

睡眠要充足，夏季人体容易犯
困， 每天应午睡 20 至 40 分钟左
右。 情绪要稳定，越是天气炎热，
越不能烦躁，避免与人发生争吵。
洗澡勿贪凉，洗澡时，水温不宜过
低，避免血管骤然收缩，更要避免
洗冷水澡。 ■黄兴

投诉实录 ：日前 ，市民韩女
士来电反映，称她家边上的一个
建筑工地长期发出打桩机的施

工噪音，已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活。

热线反馈： 据韩女士介绍，
上述工地位于黄浦区淡水路靠

近建国东路， 自去年年初以来，
打桩机施工的噪音，搅得韩女士
睡不了一天安稳觉。后韩女士向
黄浦区有关部门打电话反映了

这个问题。 自今年 3 月份起，打
桩机的声音终于停了， 然而，就
在一周前，“噩梦”般的声音又再
次传来，她直言“心好累”。

“一般打桩机从早上八点开
始施工，一直到晚上五点半左右
结束， 除了中午有短暂的停歇
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作业。 ”
韩女士向记者抱怨，一年多来的

噪音， 几乎让她一家人神经衰
弱。 “尤其是在周末，一到早上八
点多，打桩机就准时‘上岗’。 ”韩
女士介绍， 发出噪音的工地，距
离她的卧室只有四五米远，哪怕
装了双层玻璃窗、戴上耳塞也无
济于事。

记者致电黄浦区环境保护

局， 据污染管理科的王俭介绍，
虽然白天没有法规规定不允许

工地施工， 但从环保的角度出
发，之前曾多次要求施工方做好
施工期间的降噪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下称《噪音污
染防治法》）规定，建筑工地夜间
施工时间为晚上二十二点至早

晨六点之间；并需取得相关行政
审批手续。 “也就是说，对已获得
相关审批手续的施工单位来说，
他们原本可以从早上六点开始

施工， 但考虑到与居民区相邻，
为避开居民的休息时间，已经做

出了一些调整。 ”王俭对记者说。
此外，《噪音污染防治法》还

规定了城市五类区域的环境噪

声最高限值，对于以居住、文教
机关为主的区域，昼间最高不能
超过 55 分贝。 对此，王俭表示，
通过分贝测量来界定是否属于

噪音污染， 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为马路上有来往的车辆，很
多时候通过仪器测出的数值，除
了有施工噪音外，还有很多其他
声音。 ”

“目前对于超声的界定标
准，和人的感官之间是存在差异
的， 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
的人就觉得可以接受，但一切还
是要以居民的诉求为重。 ”王俭
对记者说。对于市民韩女士提出
的相关问题，王俭表示，将与施
工方做进一步协商，敦促他们适
当调整施工时间和频率，尽可能
降低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劳动报记者 柴一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