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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多地医院儿科门诊人满为患。

从肺炎支原体到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今年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各地如何应对儿科就诊

高峰？记者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目前正指

导各地加强统筹调度，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发

挥医联体作用，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

术指导，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一般性感染

的诊疗能力和重症识别转诊效率。

多地儿童专科持续承压

11月以来，北京不少医院儿科候诊排起长
队，许多患儿家长下午来到医院，凌晨两三点才
离开。一名近日带孩子去看病的家长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取号是 2400号，前面等候近 400人。

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豫川介绍，目前
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超 7000人次，远超医院
承载能力。“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已取代肺
炎支原体，成为本次感染高峰的主要病原体。”

上海的儿科医疗服务量也处于高位。来自
3 家儿童专科医院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天门急
诊约 6000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五成。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
师查琼芳表示，近期支原体感染病人数量在下
降，但病毒尤其是甲流、呼吸道合胞病毒等感
染性疾病呈上升趋势。

在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记者
看到，门诊大厅部分已改造成儿科输液区，不
少患儿和家属正在座椅上进行输液治疗。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张
云峰介绍，近日医院儿科门诊日接诊量 400 至
500 人次，急诊 200 至 300 人次，床位使用率
100％。儿内科床位由原来的 63 张扩充到 75
张，同时，儿外科、新生儿科开放疗区床位 21
张，共同接收儿内科患者。

“10 月份的门诊数据是 45.6 万人次，同比
增长 9万多人次。”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院门诊部主任王颖硕说。记者观察到，由于长
时间连续工作，不少医护人员已声音嘶哑，有
人需借助“小蜜蜂”扩音器才能提高说话音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随
着各地陆续入冬，呼吸道疾病已进入高发季
节，多种呼吸道疾病交织叠加。要坚持多病同
防同治，加强监测预警，掌握病毒活动强度、病
毒变异等变化。

分级诊疗 延长服务时间
提供互联网诊疗

为应对儿科候诊时间长、部分儿童专科医

院超负荷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指导各地
对外公布本地区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
疗机构信息，方便就近就医。全国多地医疗机
构多措并举，缓解儿科就诊压力。

——发挥“家门口”分级诊疗作用。
目前，北京市 150 家二三级医疗机构、25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孙丽介绍说，卫生服务中心日常设有儿
科门诊，近期优化就诊流程，开展呼吸道门诊，
并安排医务人员加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预防
诊治知识的学习。

记者在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富
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就诊的儿童患者数
量不少。该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红艳介绍，这
里可进行血常规、C 反应蛋白、支原体、衣原
体、甲流、乙流的化验检查，还配备有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CT 设备。“长春市儿童医院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医联体医院，常年配备儿
科专家驻点诊疗。夜班医生遇到高热不退的急
诊患儿，也可及时电话、视频连线专家，接受指
导。”陈红艳说。

——优化诊疗流程，延长服务时间。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黄玉娟介

绍，在加强培训和规范管理的同时，医院延长了

服务时间，目前除普通门诊外，医院专家、特需
门诊也每天都在加班，争取“中午连一连，晚上
延一延”，并加开晚上 5点到 9点的夜门诊。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针对近
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急诊、补液等服务环节，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已对医院加强指导，采取应
对措施。下一步将继续密切监测全市儿科医疗
服务情况，继续指导相关医院加强门急诊服
务，优化诊疗流程，严守医疗安全和质量底线，
最大程度为患者就医提供便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
舒强介绍，目前医院从内科病房抽取人力，增
加门诊坐诊医生，门诊前半夜坐诊医生已增至
40 位。同时，通过新增床位、打通片区等方式，
住院排队等待患儿数明显下降。

——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表示，通过互

联网方式进行病情的咨询诊断，也是一种便捷、
高效的方式。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儿童医院在
内，北京 242家医院可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

傍晚时分，广西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

任颜云盈刚下班，就在手机里打开“南宁云医

院”小程序，认真解答问诊留言。颜云盈说，平

台能起到类似“预检分诊”的作用，她会根据不

同情况提出下一步诊疗建议，包括暂时居家观

察、尽快来院就诊等。对于症状较典型且情况

并不复杂的患儿，颜云盈往往建议家长带孩子

到社区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治疗，“不需要都挤

到大医院来”。

专家详解如何科学合理就诊

专家表示，虽然近期呼吸道疾病高发，但

总体处于可控范围，医疗机构也在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就诊高峰，家长不必过于焦虑。

李豫川介绍，虽然现在患儿人数较多，但

呼吸道疾病的种类和严重程度并未发生变化，

呼吸道感染重症率不高。患儿家长可对孩子做

好日常护理，确有必要去医院就诊的，可先就

近做好病原学检查，以提高诊疗效率。

孩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就医和输

液治疗？对此专家建议，年龄较小特别是 3个月

以内的婴儿，如出现明显发热，家长应及时带

患儿就医；学龄期以上儿童，如出现超高热或

持续发热超过三天、频繁咳嗽影响正常生活、

精神状态不好甚至出现嗜睡、呼吸频率增快或

呼吸困难、频繁呕吐、皮疹、头痛或抽搐等，也

应及时就医。

赵成松介绍，并非所有呼吸道感染的儿童

都需要输液，比如，流感一般通过药物治疗即

可。此外，病毒感染一般都有 3 到 5 天的病程，

治疗过程中家长不必带孩子短时间内反复就

诊，以免造成交叉感染。

多位专家指出，大医院人员密集、等候时

间长，交叉感染风险较高，建议症状较轻的患

儿首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医院儿科等

就诊；在儿童专科医院就诊明确诊疗方案后，

也可通过医联体转诊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后

续治疗或居家治疗。

赵成松说，长期慢性疾病的患儿，在以往

正规治疗基础上，可通过互联网诊疗方式，减

少在呼吸道感染高发季节来医院就诊，避免交

叉感染的风险；年龄较大的儿童，如症状较轻，

且在就近医院已完成必要的血常规等检查，也

可通过互联网诊疗方式线上问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科

主任卢燕鸣建议，家长要尽可能带孩子提前接

种流感疫苗等疫苗。此外，平时要注重预防，做

好通风和采取有效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

罩、做好手卫生等。学校和家长要提高健康意

识，可从保持充足睡眠、营养均衡、适当锻炼等

良好生活习惯入手，保证儿童正常课间运动和

休息时间，增强儿童抵御病原体的能力。

（据新华社）

呼吸道疾病高发
各地如何应对儿科就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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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云，姿态万千，变幻无常。

通过看云，常常可以识别阴晴风雨，预

知天气变化。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重

视对云的观测。《诗经·小雅》曰：“上天

同云，雨雪氛氛。”意思是说，下雪的

云，在天空中是均匀一色的。的确，冬

季下雪之前，云层常常是比较均匀的

高层云；而当下雪时，就变成雨层云

了，云的分布同样也比较均匀。

夏季下大雨时候的云一般是怎

样的呢？北宋苏轼形容：“满座顽云拨

不开……浙东飞雨过江来。”这里的

“顽云”，就是现在说的聚集浓密、含

雨量丰富的积雨云。唐代李肇《国史

补》中，则有“暴风之候，有炮车云”的

话。这种云底部平坦、云顶隆起，群峰

争奇，渐渐顶部伸展，呈砧状，很像炮

车。当这种结构最终形成时，那就绝

对是对流强烈的积雨云了。

古人还根据云层的形状、薄厚、

颜色及其变化，总结出一系列“看云

识天气”的谚语。如“天有城堡云，地

上雷雨临”，其中的“城堡云”和“炮车

云”形状相仿，都是可以产生雷阵雨

的云体。

不仅有“看云预测雨”，也有“看

云预测晴”。如“天上鱼鳞斑，晒谷不

用翻”，这里的“鱼鳞斑”指的是一种

透光高积云。这种云体比较高，也不

厚，一般预示着持续晴日。

在唐代有关民间天气经验的书

籍中，最有名的是黄子发的《相雨

书》。这本书收集了唐代以前的一些

天气预测经验，有些至今还很有价

值。例如书中说：云中出现黑色和红

色，就会下冰雹。现在进行人工防雹

作业时，也要判断是否有雹云。雹云

的颜色先是顶白底黑，而后云中出现

红色，形成白、黑、红的乱纹云丝，云

边呈土黄色。可见，对可能下冰雹的

云的颜色，二者描述基本一致。

如今，各种版本的云图画册是提

高气象科技人员看云能力的良好工

具。这些精美逼真的云图，一般要借

助于现代摄影技术。但在古代，依靠

手工描摹和文字说明，也制作出了许

多云图。目前发现的最早云图是马王

堆三号墓出土的《天文气象杂占》（西

汉帛书）和敦煌出土的《占云气书》

（唐天宝初年）。明代典籍《正统道藏》

中有《雨旸气候亲机》等篇目，内有云

图 39幅。

古人制作的这些云图，不少可以

直接运用到“看云识天气”的实践之

中。以明清时期的《白猿献三光图》为

例，其中载有 132 幅云图，每幅图上

都有说明，以日、月、星和银河作背

景，根据各种云的特征和变化，描绘

成云图，可用于天气预报，而且绝大

部分图文都符合现代气象观测学基

本原理。

古代文人也有自己的看云心得。

“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这

是陆机在《浮云赋》的开头，对游移于

空中的浮云的描写。接着他又写道：

“或如钟首之郁律，乍似塞门之寥

廓。”无形的浮云被诗人进一步赋予

了空间立体的形象，使人感到晴日的

云彩，既有悠然飘移的习性，又可生

恢宏壮观的场面。

云和雨往往是不可分的。早在西

汉，董仲舒就在《雨雹对》中说：“攒聚相

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

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

密。”翻译成现在的文字就是，雨滴是由

小云滴受风合并变重下降而成的。风大

使云滴合并得快，这就使下降的雨滴大

而比较疏。风小使云滴合并得慢，这就

使下降的雨滴细而比较密。这种从微观

角度说明雨滴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和现

代暖云降雨理论相符。

不仅古代科学家对云雨形成机制

有论述，古代诗人还知道云中含水的

常识——“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

亦沾衣”，同时似乎也清楚云雨转换之

道理——“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只是

古人对云的认识，大体还处于直观的

感性阶段。晋人张协在《杂诗十首》中

写道：“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用

现代气象观测学的眼光看，这种似涌

烟生密雨的腾云显然就是碎雨云。它

高度低、移动快，上有蔽光云层，所以

地面上的人看它就形似涌烟了。

据《解放日报》

古人如何观天看云识雨晴
霍寿喜

史话
典籍里的株洲

湘菜跻身八大菜系
少不了一位茶陵籍“食神”助攻

温琳

湘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其味以

香、酸、辣为主，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这

二十多年来，它在全国开枝散叶，形成了

独特的湘菜现象。

湘菜的传承与发展，少不了组庵家

菜的功劳，组庵家菜也被誉为湘菜王冠

上的明珠。如今，不少地方将其错写为

“祖庵家菜”，实则是以讹传讹的误读。说

起组庵家菜，就不得不提民国“食神”茶

陵人谭延闿（字组庵），组庵家菜便是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

清末民初的时候，高门大户都有自

己的私家厨师，由于宴请之风盛行，各家

攀比之风也愈演愈烈，谁家的厨子手艺

高、菜品好是关乎脸面的大事。而在民国

时期有四种宴席被誉为“四大天王宴”，

分别是北京谭篆青的“谭家菜”、成都黄

敬临的“姑姑筵”、广州江孔殷的“太史蛇

宴”，以及谭延闿家里的组庵家菜。

谭延闿出生于茶陵一个官宦家庭，

父亲是曾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谭延闿

自小也是聪颖之人，22岁考中举人，24岁

考中会元，他是湖南时隔二百年后唯一

一个会元，也是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会元。

考中会元后，谭延闿一度出任翰林

院，辛亥革命后三次担任湖南督军，成为

民国初期湖南的实权人物，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后，他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元

老人物，一度担任行政院长等职位。

谭延闿好吃、会吃、讲究吃，他对饮

食的痴迷程度，达到了寻常人难以企及

的程度。痴迷到什么程度呢？谭延闿的父

亲给他留下的殷实家底，都被他吃了个

干干净净，以至于他去世后，他儿子发现

已经养不起家里那批家厨，无奈之下只

得遣散，这也给后来湘菜在民间的广泛

传播创造了契机。

尽管平时政务繁忙，谭延闿没事就

喜欢下厨房研究美食，当然也闹出了不

少笑话。有一次，他觉得自家厨师刀功不

行，准备亲自操刀示范，可他刀功更不

行，切伤左手后又切伤右手，以至于写公

函的时候只能忍痛勉强写，让民国另一

位书法家胡汉民看了他的公函后，误以

为内有玄机。

每成功研发一道新菜后，谭延闿总

会邀请好友前来品尝，并请他们给菜挑

毛病，然后督促厨子对菜品进行优化，直

到趋于完美才会罢休。

由于谭延闿在美食上声名远播，谭

家每次放出聘请厨师的消息，都会让湖

南各地名厨打破头，不为别的，只为有机

会听到谭延闿对自己厨艺的评价，如火

候到否、刀功如何、调料使用有何微小差

错等等，只要听上一年半载，厨艺必大有

进步，一辈子受用不尽。

谭府有两个知名家厨。

其一为谭奚庭，他本是扬州盐商的

家厨，做得一手好淮扬菜，盐商过世后，

谭延闿花重金聘谭奚庭为厨师，谭奚庭

将淮扬菜和湘菜结合，创作了不少菜肴。

离开谭家后，谭奚庭在长沙开了名为玉

楼东的酒楼，主打的麻辣子鸡、汤泡肚等

至今依旧是湘菜代表。

后一个更知名，名唤曹荩臣，长沙东

乡人，因为排行第四，人称“曹四”。他原本

是湖南布政使庄赓良的家厨。庄赓良去世

后，曹荩臣在杭州自营饭店，1922年谭延

闿第三次督湘失败后闲居上海，品尝到

曹荩臣的菜后将其带回自己家中。在谭

延闿的指点下，曹荩臣的手艺更进一步。

凡被谭延闿宴请过的客人皆称：“曹厨的

菜，五蕴七香，其味醰醰，令人向往。”

因为谭延闿喜欢品菜，所以他家的

菜品也特别精，后来就以他的字组庵，命

名这个菜肴，组庵家菜，就是这么来的。

1930 年 ，谭 延 闿 因 脑 溢 血 发 作 去

世，国民政府以国葬之礼葬其于南京中

山陵旁。曹荩臣也亲手写了一副挽联“静

庭退食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

味；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识调

和鼎鼐心。”来表达自己和谭延闿在烹饪

上的相得。

后来，曹荩臣回到长沙，在长沙坡子

街开了“健乐园”湘菜馆，由此，组庵家菜

逐渐开始与民间菜相结合，并慢慢演进

成为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湘菜。曹荩臣开

湘菜馆时收了一位叫彭长贵的徒弟，他

发明的左宗棠鸡，其实很多湖南人都不

知道，但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道菜风靡全

美，而他本人也去了美国开餐厅，将湘菜

传播到全世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徐悲鸿画马赠送志愿军
周惠斌

1950 年 11 月，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出《关于文艺界开展抗美援

朝宣传工作的号召》后，建校还未满一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在院长徐悲鸿

带领下，迅速成立“抗美援朝美术创作委员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美术创

作活动，支援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徐悲鸿率先画《奔马》，寄赠给远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士，他在附信中写道：“我以能为你们服务而感到无限光荣。此

致，崇高的敬礼！”以真挚的感情向志愿军战士表达发自肺腑的崇高敬意。

在徐悲鸿的示范下，中央美术学院师生纷纷投身到宣传创作中，他

们以翰墨歌颂英雄，用丹青记录历史，在极短时间内，通过人们喜闻乐

见的美术样式，完成了 3000 幅漫画、宣传画和一套《美帝侵华史》连环画

的创作，在北京街头、工厂、农村展出，营造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

围，并且将作品寄往前线，鼓舞志愿军指战员的坚强意志，增强必胜的

决心和信念。

中央美术学院研

究部为此还编印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

画选集》，其中收录徐

悲鸿、李桦、夏同光、冯

法祀、陈晓南、艾中信

合作的《还要给战争贩

子以更严重的打击和

教训》，张仃、李苦禅、

董希文、黄均、李瑞年、

田世光、滑田友、邹佩

珠、李可染、吴冠中合

作的《朝鲜人民军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胜 利 万

岁》，王式廓、周令钊、

洪波、伍必端、梁玉龙、

顾群合作的《人民踊跃

支援前线》，吴作人、张

光宇、蒋兆和、韦启美、

叶浅予、罗工柳、胡一

川合作的《让帝国主义

者在全世界人民的面

前发抖吧》等，以炽热

的爱国情怀，践行美术

为人民、为国家、为英

雄讴歌的初心和使命。

1950至1951年，为

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的

“参军参干”运动，中央

美术学院还有多名学

生报名参加志愿军，院

长徐悲鸿为他们送行。

据《人民政协报》 徐悲鸿画作《奔马》。 网络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