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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生命“最后一公里”全市安宁疗护成果显著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

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由于文化忌讳，安宁疗护一直是宣传教育的难点。“健康中国行动”要求，积极开展安
宁疗护教育活动，建立和完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2019年，我市九龙坡区、北碚区和石柱县3个区县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区县，全市安宁疗护工作积极开展。经过3
年探索，我市安宁疗护开展状况如何？试点区县取得了哪些成果？医院又如何将高质量安宁疗护落到实处？

为推进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深入
开展，我市着力示范带动，建立以公
立医院为核心，基层医疗机构、医养
结合机构为补充的安宁疗护服务体
系，做好首批安宁疗护试点建设。经
过3年的探索，成效明显。

学科发展初具雏形，试点地区卫
生健康委把安宁疗护纳入专科发展，
设置独立的病区，制定了明确的准入
标准、服务规范、实践指南，扩大了收
治范围。

在引领示范上，试点地区分别在
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精卫中心、中医
院、医养结合机构打造安宁疗护示范
点，发挥了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

群众认可度提升，通过多种形式

的生命优逝教育，逐步引导群众接受
安宁疗护，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度也逐
步提高。据悉，自首批安宁疗护试点
单位投用以来，累计为200余名疾病
终末期患者提供专业的安宁疗护服
务，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达100%，无一
例投诉纠纷。

不过，由于安宁疗护进入国内时
间尚短，仍有一些坎需要迈过去——
社会认知度低、服务供给不足、政策
支持不够。但难点的存在也为下一
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向。

提升公众认识，做好宣传教育。
用好医院主阵地，医务人员做好对生
命末期患者及家属关于安宁疗护的
科普；善用公共宣传大平台，充分利

用媒体影响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让受众广泛认识安宁疗护的积极
意义。

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供给。
从医疗系统来说，积极推动各级公立
医院探索开展安宁疗护服务，支持国
家安宁疗护试点机构设置专业诊疗
科目、开设专门病区或床位。同时鼓
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类医养结合
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工作，满足不
同层次的需求。

为真正惠及百姓，需要相关部门
积极协作，通过将安宁疗护相关服务
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围、推动长
期护理保险等方式，切实解决百姓难
题。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处长丁国富

三年探索成效明显

坚持“以疾病为中心转化为以病
人为中心”的理念，围绕有尊严、少痛
苦的目标，九龙坡区按照“党政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协调共建”的工
作思路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医疗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有了“尺
子”。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把安宁疗
护纳入专科发展，2020年，九龙坡区
卫生健康委相继印发《关于安宁疗护
科室设置标准的通知》《重庆市九龙
坡区安宁疗护服务规范（试行）》等文
件，详细规定了安宁疗护科室的设置
标准、人员职责、服务形式、服务流程
等，形成科学、系统建设的良好氛围。

服务专业化提升，通过“走出
去”——赴四川、河南等地进修学习，

“引进来”——举办“安宁疗护实践交
流培训会”邀请国内知名安宁疗护专
家来区指导工作，为试点单位提供技
术培训，提升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医疗服务模式丰富化。依据老
人能力评估结果及心理需求做好个
性化照护方案，在减轻患者痛苦的基
础上，发挥心理治疗、精神治疗在安
宁疗护中的作用，提升了患者生命末
期质量。

随着工作的全面推进，全区对
安宁疗护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不断

深化，不断探索。接下来，九龙坡区
卫生健康委将着力推进“三个体系”
建设，确保安宁疗护工作走深入
实。切实做好宣传推进体系，从政
府到社会各个层面大力宣传推广安
宁疗护，提升百姓接受认可度；加快
建设医疗服务体系，加强安宁疗护
在临床医学的应用及学科建设；积
极推动政策支撑体系，加强与医保
部门的对接，推进相关报销制度，并
支持安宁疗护在社区养老机构、医
养结合机构、基层医疗机构中的发
展。

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蒋立强

着力推进“三个体系”建设

3个国家级试点区县。2019年，
九龙坡区、北碚区和石柱县3个区县
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安宁疗护试
点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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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张床位。3个试点区县设
有安宁疗护床位70张。70

7个试点单位。我市确定九龙
坡区中医院、重庆建设医院、市第十
三人民医院、天府矿务局职工医院、
西南大学医院、四联康复医院和石
柱县人民医院7家安宁疗护试点单
位率先推进安宁疗护工作。

100%满意度。自首批安宁疗
护试点单位投用以来，累计为 200
余名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专业的安
宁疗护服务，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达
100%，无一例投诉纠纷。

100%

数说成就

1个核心。建立以公立医院为
核心，基层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
构为补充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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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庆市唯一一家老年病医
院，市第十三人民医院在全市率先开
展安宁疗护工作。安宁疗护工作的开
展应从推进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推进，
建立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安宁疗护学
科，既是当前医院转型发展的客观需
求，也是这个社会的需求。

安宁疗护学科既是一个老年特
色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要发展如肝胆、消化内分泌、心脑血管
等传统科学，在此基础上也要发展中
医、疼痛治疗等老年密切相关的学科，
多学科协同共促安宁疗护能力的提
升。

未来，医院将“三步走”打造国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老年病医院发展示
范样板。第一步做好学科建设，建立
根据地，培养学科人才，增加设备设

施；第二步依托将于2024年落成的新
院区，打造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硬件设
施最好的安宁疗护平台，建立示范引
领；第三步在建立示范引领后，利用老
院区打造规模较大的集基本卫生服务
功能、基本医疗服务、养老于一体的服
务基地，力争成为全国老年医学示范
引领标杆。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老年病医院）党委书记赖晓东

建设成为全国老年医学示范引领标杆

一线临床医护人员与患者接
触时间很长，其医疗护理的专业程
度对患者末期的生活质量尤其重
要。对终末期病人的人文关怀，要
体现在全方位、多维度、全程、延续
的医疗护理过程中，应将病人及照
顾者、家属纳入其中，改善他们的

感受与体验，使其更加理性地面对
疾病。

在具体操作层面，对终末期患
者的照护中，安宁疗护的工作既要

“专”，又要“广”。所谓“专”，即以
专业理论知识及专业技能，为患者
提供舒适的医疗护理、改善呼吸困

难、呕吐便秘、实施癌痛护理、预防
控制并发症的发生。但在控制痛
苦和不适症状之外，安宁疗护工作
更有广泛性，涉及对患者的基础生
活护理、身心社灵的整体服务理
念、共情和沟通能力、危机应对与
控制能力、心理弹性与韧性等。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老年病医院）党委副书记王倩

安宁疗护工作要“专”和“广”

安宁疗护是一项涉及面广、涉
及因素多的系统工程，是一项“五
全”照护，涉及“全人、全家、全程、全
队、全社区”。

全人，即将患者当做整体的人
来照顾和关怀，不仅聚焦患者的疾
病，更要关注患者完整的感受。全
家，则表示不仅照护到患者，也关怀

到家庭成员及照护者，协助家属心
理的负担及实际照护患者的工作的
妥善解决。全程，即安宁疗护涉及
从病发开始到治疗过程中到临终阶
段、殡葬事宜乃至以后后续的哀伤
抚慰各个阶段。全队，则是多学科
团队通力合作，为家人提供完整的
解决方案。

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多数患者
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因
此，全社区也是安宁疗护重要的组
成部分，整个社区参与配合医疗和
生活照护，包括医院也在致力于帮
助这些人在家也能安详地离开人
世。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老年病医院）医养结合部主任胡宗萍

“五全”照护让生命末期更有质量

科室在开展安宁疗护工作以
后，严格按照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
制发的《关于安宁疗护科室设置标
准的通知》对科室的设施和病房进
行调整，在病房设置了气垫床或具
有防治压疮功能的床垫、隔帘、呼叫

装置、心电图机、给氧装置等，同时
设置了治疗室、谈心室、关怀告别室
等。

医护人员在查房、护理、沟通的
过程中也特别注意对患者自我感觉
的尊重、肯定、共情与鼓励，从多种

角度提高舒适度，让患者和家属用
切实的体会理解“死亡”可以是安详
的、平静的、无憾的、有爱有温度的
旅程。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重庆市老年病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黄兴敏

学会尊重和肯定患者的自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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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进行细心照护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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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疗护义诊 医院为患者开生日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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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老龄处、市第十三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