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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站药房面积都较小，
受硬件条件所限，药品丰富性很难
满足所有老人需求，希望老人能够
理解。根据卫健委要求，各基层医
疗单位要建立个性化订药机制，对
市民有需求的用药进行登记、上
报。至于登记、审批周期，每个地方
不一样。像快一些的社区卫生站，
今天订了，明天就能到货。”作为7家
养老驿站、2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负
责人，施颖秀非常认同，应该为老年
慢性病患者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

从疫情前到现在，东大街社区
卫生服务站还创新利用互联网VPN
技术，在军休所建立了移动的全科
诊室，由中西医医生、护士、检验、收
费行政人员共同组成团队，携带笔
记本电脑、打印机，通过互联网连接
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工作站HIS系
统，当场开药，当场医保卡实时刷卡
结算，当场建立健康档案，受到了七
八十岁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欢迎。

“现在正值流感高发季节，避免
老人频繁跑医院，造成交叉感染，也
应该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开具‘长处
方’条件进行适当放宽。”一位基层

医疗单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一些大医院已经推出

了线上复诊开药服务。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工作人员介绍，通过“掌
上宣武医院”APP，180天以内在该
院线下门诊有过就诊记录的患者，
均可进行线上预约复诊，如果有需
要，患者还可以选择药品邮寄服
务。协和医院也推出了线上复诊开
药服务，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患者需
要半年内有协和医院线下就诊记
录，医生线上复诊开方后，医保患者
可直接到医院取药。

“线上复诊开药，听着不错，提
供了一个新选择。但对我们老年人
来说，手机玩不转，有一定技术门
槛，还是送医上门更实在。”一位老
年患者对记者说。

解决社区配药难，其他城市的
经验也可借鉴。比如，上海市长宁
区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跨
院“云配药”，与上级医院——上海
市同仁医院通过互联网医院的形
式，开展合作，从而向社区老百姓开
放了733种药品。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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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医院中，老年慢性病患者
因开药头疼的不在少数。

家住四季青附近的张阿姨，也
要每个月跑到家附近医院，开降压
和调节心率的药。“一个月一次，没
事儿时候还行。要是赶上开药日
子，家里有事儿，或者想出远门，提
前两三天去，都开不出来！”张阿姨
有点儿不理解，放宽两三天，怎么就
不行了，能有什么影响？问医生为
何不能多开点儿，医生回复称“上面
有规定”。

在协和医院西单院区，市民徐
女士询问医保窗口工作人员，能否
像疫情期间那样，把降压药、降糖
药开到3个月药量？“自己70多岁
了，想去国外儿子家住一段时间，
这药开不够量，心里特别不踏实。”
听着徐女士的讲述，医院工作人员
表示特别理解，但药能开多少，也
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而是因为“医
保限制”。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
个“医保限制”指的是，医保对各级
各类医院都有“次均费用”的控制，

也就是每个人平均一次到医院看病
花费，不能超过规定标准，这背后有
诸多考量。所以，医生不敢一次开
太多药。一位内科医生告诉记者，
如果医生开药没控制好次均费用，
医院还会进行处罚。他所在的医
院，对于每个月开药“超标”前3名
医生，会处罚数百元至千元不等。

当然，对“长处方”加强管理，也
有对于患者病情负责的考虑。

“一下开两三个月药，万一患者
病情有变化怎么办？用药用量是否
需要调整？血压、血糖控制不好，也
有病情恶化的风险。”一位医务人员
对记者说。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
一直在探索慢性病长期处方的管
理。2021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部
门联合印发了《长期处方管理规范
（试行）》，明确了长期处方的适用对
象、开具机构及开具流程，其中规
定：“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
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内；根据慢性
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
最长不超过12周。”

“去大医院开药，并不适合有
长期开药需求的老年慢性病患
者。许多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病，
往往要开五六种以上药品，有时候
跨科开药，得挂好几个号，跑多个
科室。所以还是更推荐在家门口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站开慢
性病常用药。”市人大代表、丰台区
颐养康复养老照护中心院长施颖
秀说。

社区医院真的药品不全吗？带
着此前采访时王奶奶提供的药品信
息，记者走访了她家附近的社区医
院。北下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药
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王奶奶所列的
反流性食管炎治疗药物没有，但治
疗胸闷气短的金水宝片是有的，舒
肝片也有功效一样的替代药物舒肝
丸，挂号就可以购买。

想要出国看儿子的徐阿姨，列

出了 9种慢性病药品的单子。记
者带着这份单子，询问徐阿姨家门
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人员仔
细查看后表示，其中5种药可以直接
开，“甲钴胺片”暂时断货，“依折麦
布片”“厄贝沙坦片”的进口药虽然
没有，但有国产的，药效也不错，就
看老人是否非开一模一样的。此
外，“依帕司他片”虽然没有，但如果
老人在此签约建档，可以尝试为老
人订购。签约建档后，慢性病用药
最多一般可以开到84天用量。

“其实应该劝劝老人，没必要
‘认死理儿’。老人不仅要求药品厂
家一样，就连剂型、价钱都得一样。
其实只要化学名、药品通用名一致，
听医生的就行。很多药，进口、国产
药效都挺好，只不过一些进口药在
社区开不了。”一位社区医院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从3层老年内科门诊乘扶梯到
1层取药，年轻人仅需2分钟，87岁
的冯奶奶却用了10分钟才蹒跚来
到药房大厅。

完成取药登记后，戴着助听器
的冯奶奶找到一处靠近电子显示屏
的座位，坐了下来。临近中午，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的药房大厅依旧人头
攒动。

尽管医院会广播呼叫患者取
药，冯奶奶还是紧盯着显示屏上取
药的名字，生怕自己漏听。等了大
概15分钟左右，冯奶奶终于看到了
自己的名字。她缓慢来到窗口，取
药后将药品装入自己提前备好的袋
子，又找到一处空着的椅子，整理好
药品和随身物品。

冯奶奶告诉记者，她通常每个月
都会来北医三院开一些治疗高血压
和通便的药物。尽管在北医三院和
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开药，都可以使用
医保报销，她还是习惯跑大医院，因
为平时吃惯的药，社区医院没有。

冯奶奶抱怨道：“开药最大的问

题就是等，你看，今天8点多我就到
医院了，现在快11点半了，每次都
要折腾一上午，候诊、取药排队的人
太多了。”外面寒风阵阵，冯奶奶穿
上厚厚的棉袄外套，系上围巾蒙住
头，才慢悠悠走出医院大门。

在医院外的人行横道上，记者
又遇到了拄着拐杖、独自来就诊的
王奶奶。王奶奶今年已经85岁了，
患有反流性食管炎等慢性病，还有
胸闷气短症状，最近又添了咳嗽，

“都是老毛病，这个月跑了三四趟医
院了，都是去6层中医科门诊。”她
这次要求医生开半个月的药，之前
有时只开一周的用量，大冷天儿她
实在不想来回折腾了。

虽然社区医院离家更近，但王
奶奶说，一是没有她常吃的中药，
二是有时身体不舒服，到大医院诊
断一下她更放心。从家到医院6公
里路程，如果孩子工作太忙无法送
她，她就搭公交车。她说自己不会
使用网约车，有时候在路边也打不
到出租车，非常窘迫。

常用药社区没有，每次都得跑大医院

开药“卡点儿”，提前两三天也不行

社区医院真的药品不全吗？

老人如何少跑腿腿
实现家门口开药药？？
记者拿着药单去“问诊”

一个月跑一次大医院，按照流程挂号、候诊、开药，
在门诊和药房多个不同楼层间穿梭，经历数小时排队与
等待，最终拿到自己长期服用的药品；如果不想跑大医
院，想就近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药，无奈却没
有自己常用的药品。这是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开药的
真实写照。

近段时间，室外温度低，常伴有劲风，加之流行性感
冒多发，腿脚不好的老年人更发愁老往医院跑。如何让
老年人少跑腿、实现家门口开药？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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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开药盼更多个性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