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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叫号系统将不再显现病人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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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属个案
儿童布洛芬仍可用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实习生 李阳培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女孩萨曼莎十年前
服用强生出品的儿童布洛芬后双目失明，
且身上90%的皮肤灼伤。其父母向强生药
厂提出诉讼后最终获得6300万美元巨额
赔偿。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广泛关注。因为
儿童布洛芬在中国的商品名叫“ 美林”，
是一种常用非处方药。那么布洛芬还能用
吗？对此，专家表示，严重不良反应属个
案，儿童布洛芬仍可用。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门诊药房，记者看
到，以布洛芬为主要成分的药物有两种。分
别为强生公司的“ 美林”和一家国内企业
生产的“ 中方”，都可用来治疗儿童感冒发
热、缓解疼痛。而“ 美林”的剂型除了口服
剂还有滴鼻液，说明还可用于婴幼儿。

医院方面表示，作为主打的儿童退烧
药，“ 美林”在临床上经常使用，不良反应
并不多见。

市儿童医院医务部主任方明俊表示，
在临床上“ 美林”的不良反应不是很多。

“ 有些人会有皮疹，有些人用药后出汗比
较多。但是从我们的临床观察上并没有发
生过严重不良反应。”

据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心的
统计数据。近10年，全市共收到布洛芬的
不良反应报告373例次，主要症状为肠胃
刺激、皮肤过敏等。但尚未接到致盲、大面
积皮肤受损等严重不良反应。

强生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儿童布
洛芬是安全的，目前正考虑上诉。专家认
为，作为个案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不足以
说明某种药物的安全性，家长不必恐慌。但
需要提醒的是，任何药品都有毒副作用，即
便被列为OTC非处方药的“ 美林”口服液
也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或说明书服用。

“ 我们一般原则上要6—8小时用一
次，但是有些家长可能4小时体温不退，又
用了。这样可能剂量累加，对身体不好。”
方明俊说。

上海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管理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昨日，上海市检
察院正式成立“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
心”，功能涉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贿赂犯
罪综合分析、预测防控等。这意味着，上海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有了统一窗口。

上海市检察院还将把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医药卫生、教育、
金融投资等领域，并探索将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运用于行政管理、诚信管理等行业领
域，以进一步威慑贿赂犯罪、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

据了解，申城各区县检察院也将陆续
设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心或查询窗口，
并配备专人负责查询受理、信息录入。

上海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始于2006年1
月，截止到2012年底，共接受社会查询6.7
万余次，先后查出有行贿犯罪记录单位及
个人65次，对于遏制贿赂犯罪、促进社会
诚信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间，检察机关还积极扩展查询范
围。2011年12月，在上海市检察院的推动
下，上海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相
关办法，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纳入政府采
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的必经程序。据了
解，近期，上海市检察院又与上海海关签
订了相关工作协议，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结果纳入报关中介组织信用评分和从业
人员诚信档案。

去年4月份，本报曾报道过，市民李先
生因胳膊上长了很多红疹子，前往某三甲
医院看病。这家医院采用电子屏幕的实名
叫号系统，看什么科室、病人的姓名等都
会被显示出来。回到单位时，李先生发现
一屋子的同事都在掩着嘴笑，因为有同事
在医院的大屏幕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李
先生的名字。之后很多同事都拿他来开玩
笑，说他曾经去皮肤性病科看过病，怎么
解释都没用。

其实很多患者，都像李先生一样有过
类似经历，由于病情泄露，就会陷入尴尬
或窘境。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曾经有一
天突然接到妈妈电话，问她是不是怀孕
了。一问，才知道是一位邻居从医院的电

子叫号屏上看到了她的名字。
本 报 的 连 续 报 道 得 到 了 一 些 医 院

的回应。本市的长海医院、瑞金医院等
多家三甲医院在第一时间完善了医院
的叫号系统。在长海医院心内科，屏幕
上显示的不是患者的全名，在叫号前都
须经过模糊处理。病人的名字是两个字，
那么只打出名，姓用*号代替，如“ 陈芳”
就显示为“ *芳”；如果三个字，那么第二
字则用*替代，比如“ 陈云芳”，在电子显
示屏中，用“ 陈*芳”来代替；如果是外
籍人士，则姓名中的第二个字母改用

“ *”替代。轮到患者就诊时，叫号系统
通知才用全名在广播里通知，“ 请1号陈
云芳来取药”。

去年，本报曾
连续关注医院实名
制叫号让不少患者
认为可能侵犯到隐
私，引起相关部门
的关注。昨天，记
者从市卫生局了解
到，本市卫生系统
积极倡导“ 精 细
化”服务，期望从

“ 一 个 个 细 节 ”
“ 一句句医嘱”中，

提 升 医 疗 服 务 质
量，其中叫号实名
制 将 逐 步 得 到 改
变，以后医院的各
大叫号系统不直接
显 现 病 人 姓 名 全
称，在姓名中加一
个“ ★”。
本报记者 顾金华

●为患者提供安静、整洁、舒适、指示标识清晰明了的诊
疗环境；在相关场合增加背景音乐。

●积极推进医务社工和医院志愿者服务，为患者提供减
压疏导、健康照护、病房探访、陪诊送检、引路导诊等服务。

●免费发放“ 门诊就诊指南”“ 住院就诊指南”“ 就诊手
册”等；挂号收费窗口增设财务找零小托盘。

●尊重患者，注重保护病人隐私。不在病房直呼病人床
号，不在床头卡写病人的入院诊断，不在叫号系统直接显现病
人姓名全称，在姓名中加一个“ ★”，如张★刚。

●辅助检查时，提供温馨服务。如：为磁共振检查患者提
供小棉球或耳塞，保护听力，降低恐惧感；对外地患者或因事
离沪无法及时取检验报告的患者提供查询通道。

●提供电子显示屏及短信预告提醒，提醒患者适时就诊，
让患者在等候期间可以自行安排时间。

●医护人员和卧床病人交流时注意情绪疏导，让患者感
到温暖和关心；麻醉师和护士对手术前后的病人进行言语和
肢体安抚，以舒缓紧张情绪。

●设立病区主任接待日、护士长倾听日，加强与病人和家属
的沟通，及时了解患者需求和心理变化，做好解释、治疗和沟通工作。

●提供出院分时段结账服务，减少病人排队时间；向出院病人提
供“ 联系卡”等医患联系服务，内容可包括相关科室及专家介绍，病区咨询

电话，复诊、随访时间等。
●开通市民健康热线，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开设各类科普健康讲座，因地制宜普及健康知

识；病房护士向病人传授合适的活动操，帮助病人康复。

保护患者隐私，
其实并不难

叫号实名制，曾让不少患者感觉尴
尬，有患者发出内心的感慨：能否多留给
我们一点隐私。长海医院、瑞金医院等已
经悄悄在做努力了；新年伊始，市卫生局
也制定出了10项人性化举措。但是，沪上
还有一些医院暂时还没有调整现有的叫
号系统的想法。有的认为患者没有提出
来；有的认为，现行这套实名叫号系统对
医院来说，用得很方便，院方还没有想过
是否侵犯患者隐私权；还有的认为调整系
统可能太麻烦了⋯⋯

事实上，某三甲医院门诊部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调整实名叫号系统并不是特别
麻烦，麻烦的是“ 如何使得系统更加符合
患者的需求，如何将这套系统调整地更加
完善。”在国外，患者的病情属于个人的隐
私，医生有权利和义务替病人保密。

保护患者的隐私，不仅是对患者人格
和权利的尊重，更有利于建立相互信任、
以诚相待的医患关系。保护患者隐私，其
实并不难，每家医院都应该从细节做起。

叫号实名制让患者很尴尬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仍有不少
医院并没有完善叫号系统，仍然采用实名
制叫号系统。

据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介绍，在去年
卫生系统开展的“ 关爱患者，从细节做起”
文明服务主题活动中，各级医疗机构对照
服务薄弱环节和病人集中反映问题，发动
全体医务人员讨论，提出5000多条体现规
范化、人性化、精细化的细节改进服务措
施，很受患者欢迎。这次从中遴选出10条

“ 精细化” 服务举措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推广，将成为卫生系统持续改进医疗服务
质量的常态、长效之举。而取消实名制叫
号、保护患者隐私被列入了其中。措施中提

出，不在叫号系统直接显现病人姓名全称，
在姓名中加一个“ ★”，如张★刚。

针对这一举措，市民王女士表示：“ 很
好啊！可以避免很多尴尬。”“ 特别是妇
科，就怕别人盯着自己的名字看，希望更
多的医院能否效仿这一做法。”

对于改进叫号实名制系统，长海医院
的杨主任表示，“ 非常好，很为患者着
想”，作为医院方面，必须要做到尊重患者
的想法，尽量地将各项服务做地更多人性
化。杨主任认为，保护患者的隐私，改变实
名叫号只是一个细节方面，为了更好地关
爱患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更多
的细节做起。

市卫生局推出人性化措施

那么，沪上其他医院的叫号系统如今
情况如何呢？

记者昨天了解到，沪上多家医院正在
采取措施，完善叫号系统。在华东医院，前
来看病的患者中，老年人占了相当大的比
例。医院曾经试行在叫号系统中隐去患者
的名字，采用数字叫号，但是由于老年人
对数字并不敏感，医院最终只能重新采用
实名制叫号系统。但是，如今医院在其他
方面采取措施，保护患者隐私。如一人一

诊室，患者看病时，杜绝其他患者同时出
入，从而尊重患者的隐私。

同样，在中山医院，因为重名的患者
实在太多，模糊名字后，常常会造成混乱，
医院最终只能实行实名制叫号系统。目
前，医院收到卫生局的通知后，正在想办
法完善叫号系统，以保护患者的隐私。

但是，也有个别医院认为：目前实施
的实名制叫号系统直接方便，更改叫号系
统麻烦，且完全没有必要。

多家医院正完善叫号系统

市卫生局推出10项人性化服务措施（ 部分）

本报去年曾报道“ 实名叫号，患者无隐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