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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启防作弊系统
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刘玉祥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去年上海首次
实行在首场考试入场时要求考生签
署“不携带违规物品进入考场”承诺
书的制度，实施效果良好，无一人因
携带手机等物品违规。今年本市将
继续实行这项提醒服务，以进一步
降低违规率。

刘玉祥还表示，前两年，本市在
部分区县的高考考场陆续启用了摄
像监控头等视频监控系统，根据教育
部要求，今年秋季高考这一视频系统
将在全市所有的考点实现全覆盖，并
将全面启用标准化考点。“比如考场
张贴考试科目、考场编号、考生准考
证号等标志的位置，考场中物品存放
的地方等等，都有统一规定。今年高
考期间，本市将重点启用视频监控系
统和防作弊系统。视频系统能够看到
考场教室内的全貌，但不会看到考生
的试卷内容，考生不必有心理压力。
防作弊系统则包括手机信号屏蔽、金
属探测仪、作弊克!无线隐形耳机探

测器"、作弊大师等整套设施”。

留有充足赶考时间
考场的纪律更严格了，但考生

的心态应该更加平稳。因为，今年上
海的高考录取率仍会像过去几年一
样保持一个较高的合理水平。对此，
市教育考试院还就一些考生和家长
关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比如，对于今年上海所有高考
科目都将进行网上评卷的问题，市
教育考试院认为，考生不必过于紧
张，因为这届的高考生经过了中考
和学业水平考试网上评卷的答题训
练。因此，考生只需按照要求在试卷
给出的规定区域里答题就行了。

!相关报道见明天#教育周刊$"

今年高考“史上考纪最严厉”
所有考点均安装视频监控 带手机入场视作违纪

! ! ! !每年都会有若干个考生在规定的截止入场时间后到达考场%这

是必须被严格阻挡在考场外的%哪怕只迟到了一分钟%也不得入场考

试&所以%考生和家长最好应当提前熟悉考点环境'估算出行时间%同

时充分考虑道路拥堵情况%尽量提前出行%提前到达& 考生应当在考

前准备充裕的时间调整状态%以便在考试中能有出色发挥&

本周四、周五两天将
要进行的本年度普通高校
秋季招生考试，被称作“史
上考纪最严厉”的一次考
试。市教育考试院在临考
前再次提醒考生，务必严
格遵守各项考纪，切实履
行诚信考试承诺。尤其必
须注意的是，今年所有考
点均安装视频监控；手机
不得带入考场，一旦带入
考场就会被视作违规。

本报记者 金恒

记者走进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病
房，床头的“防跌倒”“易跌倒”等警
示标识赫然在目，既告知了陪护人
员，更提醒着床位护士。这，就是该
院“预防跌倒护理管理流程”中的一
个环节。

无论坠床、压疮、导管脱落，还
是烫伤、误吸、药物过敏等大小事
项，市七医院都有一套“事发前”的
预防流程和“事发后”的应急预案，
保证住院病人的医疗安全。

预防措施有预案
跌倒、坠床都是住院病人较易

出现的不良事件，市七医院护理部
主任刘忆菁介绍说：“住院病人年龄
越来越大，用药越来越多，例如有的
病人在服用降压药、镇静剂、利尿剂
后，头晕，一下子支撑不住，就会跌

倒或坠床。”
跌倒或坠床后，病人轻则受到

惊吓、心慌，重则骨折、脑外伤，也易
产生纠纷。为了防患于未然，在每个
病人入院时，床位护士会填写一份
“跌倒评估表”，记者看到，评估表上
的项目有“跌倒病史”；“神志”是否
模糊、烦躁；肢体障碍；是否服用镇
静安眠、利尿剂、缓泻剂；年龄有没
有大于 !"岁等。护士根据病人状态
打分，如果分数超过高危因素界定
值，根据“预防流程”，监护系统会立
即启动。
随后，院方会向家属做好高危

告知工作，详细说明哪些因素可能
导致跌倒，得到病家的充分知晓，
同时给病床加装护栏，床椅固定，
并加强巡视及发挥床边呼叫铃的
作用。一旦发生难以避免的病人跌

倒，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伤害降
到最低。
除了“硬”的规章制度，还有“软”

的图文并茂。在这方面，护士长动足
脑筋，以漫画的形式在病房内张贴
“防跌倒十大措施”，如怎么起床、怎
么行走等，颇受患者家属欢迎。

护理安全编手册
除了“防跌倒”“防坠床”需要一

整套的流程措施外，医院对每个住
院患者，在其入住病房时，责任护士
必须还得做好“导管风险评估”和
“压疮风险评估”。每项评估分门别
类有包括 #$到 %$个小项的相关要
素内容组成，分值都是有经过长期
临床应用并经过认证后具有科学依
据的量表来确定的，一旦进入设置
的高危和次高危值，监控系统立即

启动，用尽可能的安全防范措施，将
护理风险降到最低。
在记者面前，有一本医院自编

的、厚厚的护理安全管理手册，涵盖
了诸多危急情形应急预案，这是护
士们在课堂上、书本上学不到的宝
贵经验，刘忆菁说：“有了应急预案，
在对患者的服务过程中，一旦发生
突发情况，每个护士就知道怎么应
急处理。”

鼓励护士“动脑筋”
“医疗安全，最重要的是执行一

个严格的制度，一套规范的流程。”
市七医院院长王杰宁对记者表示。
说到底，不管是哪一种用药途

径，最终都由护士实施。“不打错针”
“不发错药”，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实
则需要每一步严格的制度保障。要

做到不出差错，“查对”是第一步，至
少要核对名字、年龄两种信息。“手
腕识别带”原先是用于危重病人的
身份识别腕带，现在为了更好辨识
身份，不管清醒昏迷都戴上腕带，登
记有姓名、年龄、诊断病种、药物过
敏、血型等信息，一直到出院。
平时的工作中，医院鼓励护士

“动脑筋”，发现问题，主动上报的还
有奖励。例如开头提到的“防跌倒”
“易跌倒”警示牌，原来是插在床尾，
结果发现容易疏忽和掉落，于是护
士们建议，将警示牌插到床头。前不
久，一名护士发现，糖尿病病人每天
要打胰岛素，可是当天如果做 &超
检查需要禁食，依然打胰岛素的话
就会造成低血糖，于是护士就把这
个问题提出来，大家举一反三，制定
了新的防范措施。

从入院开始安全措施就做到床头
———市七医院制度化、规范化打造护理安全

! ! ! !本报讯（通讯员 杨翊中 记者
吴强）'月 !日、(日及 '月 #'日、
#!日将迎来今年高考和中考，届时
部分赴考学生将乘坐地铁出行。为
保证“两考”期间地铁运行安全有
序，方便考生出行，上海地铁将对高
峰时段实施限流的车站，向高考、中
考考生开辟护考绿色通道。
“两考”期间，上海地铁在从列车

运行组织、客运服务、设施设备保驾
等各方面保障考生顺利出行———

! 提升网络运营保障等级%根

据各条线路周边学校' 居民区的实

际情况% 合理安排和调整各线路备

车存放点(

! 如发生列车延误情况%运营

方将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力争

迅速恢复正常运行(

! 为了减少噪声对考生的影

响%列车在 !'"号线中潭路至上海火

车站'#号线静安寺至江苏路站'$号

线杨思站等毗邻考场的区段'站点进

出站时将严格执行限速要求(

! 列车在高架车站及考场附

近车站运行时% 司机将最大限度控

制鸣笛&

地铁制定专项运营方案 方便“两考”考生出行

限流站辟!护考绿色通道"

! ! ! !“随着这几年方方面面的宣
传，家长和孩子对考试期间饮食的
认知度已经相当高，渐趋理性，来
突击咨询的家长很少。”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伍佩英深
有感触，她认为，考试期间饮食还
是“安全第一”。

快考试了，记者昨天试着在网
络上搜索“%$#% 高考饮食”或“高

考饮食安排”，都能在网络上找到
海量信息，有人还贴出了设计周详
的食谱供参考。可在伍佩英看来，
这比前几年有家长到处打听有什
么好东西能吃能补，已经降温不
少。“饮食是习惯，按照原来路线
走，不要吃一些平时不吃的东
西。”她举例说，考试期间，早餐吃
得不要太晚、不要过饱，摄入碳水

化合物要充分。午饭荤素搭配要合
理，少吃油腻和有利尿作用的食
品。有些孩子由于紧张，晚上睡不
好觉，可以喝些莲子银耳羹，起到
安神作用。

安全是第一位的。伍佩英建
议，考生家庭在考试期间菜肴烹饪
应走清淡路线，远离辛辣刺激，而
且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在家里做
饭，吃当天新鲜的菜肴。对于保健
品，不盲目鼓励考生吃，也不极力
反对吃。 本报记者 陈杰

!"#$%&'()*+,

家长饮食安排渐趋理性，营养专家称“安全第一”
高考期间，如何让考生吃得对、吃得好，一直是困扰着

诸多“家有考娃”家庭的大问题。

本报记者 王蔚

!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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