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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区医院在慢病管理治理中的现实举措
滕剑红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卫生院 江苏无锡 214117）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急速进步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为显著的提升。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高血压，高血脂以及糖尿病等慢

性病整体发病几率以及患者死亡几率的大幅度上升。鉴于此，为能更好的防控并抑制慢性病的发病率，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绝

大多数社区医院也积极加入到了慢病管理的大军中，并结合国家最新医疗政策，借助优秀的管理举措，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现实治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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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当前医疗改革的大趋势下，基层社区医院的重要

性已变得越发明显起来。与此同时，将慢病患者的基础管理工作融

入到社区卫生服务当中，也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加之近年来，人

民生活质量的急速提升，各类食品精细化程度的不断加强，额令越

来越多人患上了各种慢性病。而社区服务中本身所隐含的治疗以及

管理优势，便在此处有了更为明显的体现。本文便从社区医院在慢

病管理以及治理过程中的现实举措着手，简要探寻并分析了社区医

院在慢病治理工作中的基本改革方向以及基本发展趋势。

一、社区医院慢病管理现状

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已经成为了横档在无数中老年人面

前的健康‘杀手’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都在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加之慢病治理的过程要比普通疾病时间长，且治愈率低，治

愈后成效差，复发率也较高，因此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而在

新的医疗改革中，国家已对慢性病的管理和治理出就了最新的医疗

政策。与此同时，将慢病管理下沉到社区医院并强化社区医院的医

疗改革，以便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救助服务体系并减少慢病患者治

疗费用方面的负担，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需求。但即便社区医院已

在此方面做了调整和提升，在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方面更有了明显

的增强，却依旧存在一些固有问题。

1）缺少明确的社会调查数据以及社区详细资料，单纯只依赖

于门诊接待患者，这也令慢病管理的整体范畴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2）单纯将目光放到了已经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中，却忽略了对

健康青壮年人群的定期检查和防御教育，致使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

因平日里不好的饮食习惯而成为了慢性病的‘潜在’患者，为日后

的发病埋下了隐患。

3）因缺乏专业性的管理团队以及专业全科医生的深入指导，

未能对慢病患者进行详细且持续的随访工作。加之社区内患病人群

中中老年人居多，对于健康方面的认知以及基础健康知识了解不

足，这也在无形中对慢病管理宣传指导工作造成了一定困扰。

当然，有了基础认知并了解到问题与不足后，多数社区医院已

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例如，已经慢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详细

情况进行了登记并单独建立了管理档案，会定期通过电话随诊的方

式，或建立慢病患者微信群的方式，及时了解患者身体情况，并及

时排除危险因素。也例如，为强化宣传力度，帮助居民改正不良的

饮食习惯与生活习惯，一些社区医院会每月中找出固定的两天，定

期开展慢病健康教育讲座，鼓励社区居民踊跃参加。同时，还会针

对一定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展开免费的体检和医疗咨询服务，这均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病率。

二、社区医院慢病治理现实举措

慢病管理任重而道远，这对于社区医院来讲也是一种特殊的挑

战。而为能够更好的保障居民健康和安全，切实做好慢病管理工作，

绝大多数社区医院也在服务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现实干预举措。

1）及时高效的掌握社区附近整体卫生资源状况，并设立固定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专业的综合服务点，向社区内的所有人群

开展定期宣传和诊疗活动。

2）进一步建立社区内慢病技术方面的指导小组，强化档案管

理工作，并采取‘责任到人’的方式，明确具体患者的具体责任人。

同时，亦通过不断强化防治力度，切实做到了记录细致，服务周到，

随访及时且知道专业。

3）通过电话宣传以及面对面宣传的方式，帮助社区居民建立

了相对完善的健康档案，并有效掌握了每个家庭当中所有成员的疾

病史。

4）制定严格的慢病预防计划，进一步建立社区网格化监管体

系，并在社区医院所配置的预防小组领导下，定期召开会议，及时

调整预防政策。

5）针对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等病症，做好分级管理工

作并对患者做好专业性的用药指导工作和基础健康教育工作。同

时，一旦发现慢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等较为严重的情况，必第一时间

对其进行管理治疗。

三、社区医院慢病治理基本改革方向及基本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导致人民物质水平急速提升，慢病发病率

逐年上升已成为事实。慢病管理与治疗下沉社区医院，则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而全科医生作为社区

医院的团队主体，更充分发挥出了其综合，连续与便捷的治疗特点。

与此同时，将社区医院逐渐设立为初级卫生保健部门以及卫生服务

中心，更是国家医疗改革中的大方向之一。且将慢病治理以及慢病

遇方纳入社会系统工程当中，采取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做好

社区居民的健康干预政策，进而从根本上降低了慢病发病率。

当然，无论是国家医疗政策的不断改革，还是社区医院慢病管

理服务体系的不断创新，都在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人民的需求而不

断改变。这也意味着，对于所有社区医院来讲，在新的医疗改革创

新道路上，均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与此同时，社区医院作为一个能

够符合社会需求和人民需要的，集康复，保健，预防，医疗和健康

教育为一体的专业性综合型基层社区服务单位，其本身所具备的优

势是无可替代的。慢病管理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的过

程，不仅需要专业全科医生的加入，亦需要对社区居民进行详细了

解并对患病人群资料进行系统且完善的收集与汇总。鉴于此，社区

医院慢病治理基本发展趋势较为明朗，其服务作用和将对社会经济

与人民生活产生的巨大效益，亦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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