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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卫机构可增设“无健康码”通道

完善“健康码”管理

提供人工查验登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增设“无健康

码”通道，配备专门人员帮助老年人进

行健康码查询，协助没有手机或无法提

供健康码的老年人通过验证身份证、户

口簿、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开展人工

查验登记，为老年患者就医提供方便。

保留足量人工服务窗口

配备老年人就医引导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智能化、信息化

改造过程中，要保留足量的挂号、缴费、打

印检验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 鼓励接诊量

大的机构专门设置老年人优先服务窗口，

通过配备导医、志愿者等人员，为老年人

提供就医指导服务，推广“一站式”服务，

让老年人少跑腿，改善老年人就医体验。

提供多渠道挂号等服务

积极开展网上办理就医适老化改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提供足量的现

场号源，完善电话、网络等多种预约挂号

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引导、人工咨询

等服务，畅通家人、亲友、家庭签约医生等

代老年人预约挂号渠道。对网络办理就医

的智能终端、智能APP 开展适老化改造，

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设计大

字版、语音版、简洁版等终端产品。

完善老年人日常健康服务

积极推广智能化健康监测终端产品

保留传统签约渠道，确保老年人可以

通过线下方式与家庭医生签约。 具备条

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

积极向行动不便、确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治

疗、慢病随访、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健康指

导及家庭病床等出诊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要

引入二级以上医院专科医生，加强对老年综

合征、衰弱、失能、失智的评估与干预，开展

多学科合作诊疗，鼓励患者及其照护者参与

照护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积极推广智能化健

康终端设备监测老年人健康状况。

（上海发布）

耳温枪、额温枪、电子体温计的正确使用方法
国家药监局明确要求，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

和含汞血压计产品，这意味着伴随许多

人成长的水银体温计在未来将与大家说

再见了。

水银体温计还要继续使用吗？

水银体温计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会遇

到许多危险情况：一不小心甩到地上，里面

的水银就会漏出来，挥发到空气中；有些小

朋友在量口表时，也可能把体温计咬碎；当

汞挥发到空气中， 容易通过呼吸道和消化

道进入人体，刺激到黏膜，引起恶心、腹泻、

腹痛等不良反应；若一次性吸入的量过多，

甚至会导致中毒、窒息，威胁到生命安全；

汞的吸附力也很强， 可能会粘附在周围的

物品中，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

许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不用水银体

温计，其他温度计能测得准吗？ 体温测

得不准，可能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环

境、测量部位、操作者测温手法不正确

等，测量体温有以下这些讲究：

耳温枪不能一塞了之

耳温枪测体温速度快，2 至 4 秒钟

就能测出温度。 耳温枪测量的是耳朵鼓

膜温度，这也是人体核心温度，需要外耳

道完全暴露。 因此，使用耳温枪不能往

耳朵里一塞了之。

正确姿势：为小朋友测耳温时，需要

先提一下，再把耳朵往外下方拉一下，大

的孩子则相反， 需要往后上方拉一下。

如果家里自己使用，一般特别小的婴儿

是不建议用耳温枪，因为他们的耳道较

小，鼓膜温度不易测到。

额温枪不是对着额头测量的

额温枪虽然 1 秒就能够测量出体

温，并且不用和人体皮肤直接接触，但是

它的缺点也比较多。 最大的缺点就是测

量结果易受外界温度，如冰宝贴、毛巾冷

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测量结果容易出

现偏差。 另外，很多人使用额温枪的测

量位置也不准确。

正确姿势：额温枪应该对准鼻梁上

方两眉之间位置。

电子体温计放在腋下要夹紧

电子体温计应该是三种电子测温仪

器里面发挥最稳定的一个，测量部位与

经典水银体温计差不多，都是放在舌下、

腋下或直肠。

电子体温计测量体温的时间略长，

需要花费 30 秒到 3 分钟以上。 因直接

接触人体温度相对稳定的部位，测量结

果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概率小一些。

正确姿势：大多数家庭都倾向于测

量腋温，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遇到宝宝穿

多、不配合、夹得不紧，都会影响温度测

量。 同时，口温测量易受到进食或运动

等影响。

吃完饭后 30 分钟再测体温

一般而言，人体由于代谢情况，一天

中的体温是不断波动的。早晨体温略低，

下午时略高，这属于正常现象。 静止时，

人体体温会比较低，运动后、吃饭后、情

绪波动后体温会略有升高。

正确姿势：吃饭也会影响体温，建议

吃完饭后 30 分钟再测体温。 另外，小孩

基础代谢比较快，体温会偏高一点。

生病时， 最好选用 1 个体温计，测

量 1 个部位，这样便于对比评估，不然

可能会有误差。 如有发热现象，建议到

医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 不少人为了保持窗户

的明亮， 会上网搜寻许多

“偏方”来洗眼，但洗眼却

有许多雷区碰不得。

▲

误区 1：盐水洗眼

在门诊， 经常有患者

说当自己眼睛不舒服时，

会在冷开水里撒两三粒盐

洗眼睛，以为这样能消炎，

却又因洗眼后出现眼睛

红、 异物感和分泌物多等

症状后，才去医院就诊。

事实上， 用盐水洗眼

睛， 先不说盐和冷开水是

否无菌， 盐水的浓度如果

控制不好就容易出现结膜

的炎症反应， 还容易导致

角膜上皮的损伤。

▲

误区 2：茶水洗眼

正常人眼睛的 pH 值

接近于 7，是偏中性的，而

茶水是碱性物质， 碱性物

质和正常眼睛里的生理性 pH 值不

相符。 用偏碱性茶叶水洗眼不符合

眼部的生理环境， 会对眼部产生刺

激， 引起眼部的不适感或流泪、畏

光。

此外，如果用过浓的茶水洗眼，

还可能会引起角膜上皮的化学性损

伤。茶叶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真菌，

真菌对角膜的危害非常大， 一旦感

染后会发生角膜溃疡甚至穿孔，最

终感染内眼，形成眼内炎，危及整个

眼球。所以，用茶水洗眼起不到什么

作用， 反而可能对眼睛造成额外的

损伤。

▲

误区 3：滥用抗菌滴眼液

还有很多患者会来医院开抗菌

滴眼液， 当医生们再三耐心说明不

能长期使用抗菌滴眼液时， 他们还

会产生质疑： 眼睛不舒服就是有炎

症，为什么不能用抗菌眼药水呢？

殊不知， 绝大多数抗菌眼药水

是含有防腐剂成分的。 长期使用会

导致眼睛泪膜的稳定性失衡， 角膜

上皮和结膜杯状细胞产生严重损

伤，进而破坏眼表环境，轻者会有干

眼症的发生， 严重者极有可能造成

眼表及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 感染

致病菌，从而产生眼部炎症。

（健康上海 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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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为方便老年人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看病就医，国家卫健委

发布通知：可增设“无健康码”通

道、 提供多渠道挂号等服务、保

留足量人工服务窗口、对网络办

理就医的智能终端和智能 APP

开展适老化改造等。

    人体腋窝的温度为 36.1℃-

37.2℃，超过 37.3℃，属于发热。

体温超过 37.3℃ ， 不超过

38℃，属于低热。

体温超过 38℃， 低于 39℃，

属于中度发热。

体温超过 39.1℃，属于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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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