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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线“双面”发热门诊“三部曲”
    去年 1 ? 20 日， 上海
公布本市首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全市医疗机构的发
热门诊进入战斗状态 ，市民
就医习惯彻底改变———进
门测体温 、 发烧不再直冲
急诊、必须做核酸检测……

新年寒潮中 ， 记者穿上防
护服 ， 走访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发热门诊 。 这里距离
浦东国际机场最近 ， 是防
控境外输入疫情的定点医
院 ，历经层层考验 ，牢牢守
护着上海的“东大门”。

    上午 10时，记者在护士长的指

导下费力穿好防护服，戴好 N95口
罩和面屏，已经有些透不过气，想到

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要保持这样的
状态数小时，实在不易。“少说话，当

心缺氧！”护士长的叮嘱消失在门
后，记者从通道进入诊室。

这是普通发热门诊，工作人员

均穿着防护服，难以辨别其模样。35
岁的陈玄博是值班医生，当天已接

诊了 20多个病人。
一位女孩戴着口罩小步走入诊

室。她是从社区的哨点诊室转运来
的。“昨晚开始发烧，嗓子疼。”根据

流程，陈医生问了住址、职业、是否
出差、是否接触过机场物流人员或

冷链、境外包裹、汽配等问题。仔细
检查后，陈医生说：“先去验血常规、

测核酸以及做 CT，报告出来我叫

你。”女孩说，之前对发热门诊很恐
惧，这是第一次来，体验过就不怕

了。“就跟以前看病一样，只是多了
流程。”

送走女孩，又进来了发高烧的
90岁阿婆、喷嚏不断的小伙子，还

有拉肚子的爷叔。“寒潮后，发热门

诊的病人数量增加了近 20%，以感
冒、腹泻为主。自从去年 11月我们

医院排查出一例本土病例后，对每
一个病人都不敢放松警惕，一定要

问清楚、诊断明确。”在发热门诊“驻
扎”近一年的陈玄博是感染科医生，

已颇有经验。
30 多岁的林先生因发热前来

就诊，指着皮肤上的“红疙瘩”说，越
抓越痒。原来，他得了水痘。“这不是

小孩得的病吗？”林先生诧异。其实，

成人得水痘，与身体抵抗力下降有
关，患者大多曾熬夜、精神紧张等，

也可能是被家中小孩传染。这种病
并非孩童专利，作为传染病，也需要

隔离治疗。
陈玄博上午 8 时进入发热门

诊，到下班前不吃不喝，最少也要坚

持四五个小时。他说身体已经习惯
了这样的“挑战”，最难受的并不是

“憋尿”或“饿肚子”，而是戴着密闭
性特别好的 N95口罩，还要不断和

病人讲话，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感觉
到头晕。而且，精神的紧张是持续

的。因为发热门诊的医生必须时刻
保持火眼金睛，排查出普通病例中

的特殊患者，一旦有情况，也将启动
全院专家会诊机制。因此，感染性疾

病科也在疫情期间升级成为一个非

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综合性专科。

    ?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下
午 4时 45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教
授结束特需门诊，来到华山医院

的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接受第

二剂的注射（见上图）。在他之前，
华山医院副院长马昕教授也打完

了第二针，已结束留观。
上月 25日，张文宏教授在华

山医院接种了国产新冠疫苗第一
剂，他说自己没什么感觉，接种第

二剂，同样没有什么感觉。马昕也
说，扎针快，没有不适。

“留观 30分钟，24小时内不
要洗澡，多喝水、多休息。”接种

后，张文宏再一次收到了这样的
提醒。

接种疫苗非常重要，一方面
几乎所有人都对新冠病毒是易感

的，接种疫苗后，大部分人可以获
得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接种疫

苗会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屏
障，可以阻断新冠病毒持续传播。

此前，张文宏曾在个人认证微博
上称，灭活疫苗整体上是安全的，

它只有短期风险，比如可能造成
过敏或局部疼痛等，不是这个疫

苗独有，所有疫苗都这样。
目前，上海已完成近 56?人

的疫苗接种。上海市已接种新冠

疫苗人群的安全性监测数据显

示，在用的新冠疫苗安全性良好。
截至目前，无严重异常反应报告。

目前，本市的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仍在重点人群中展开。有不

少市民询问，普通人何时可以接
种新冠疫苗？国家卫健委回应，将

根据疫苗的产量和对风险、危险

因素的判断，来科学合理地设计
接种策略，根据疫苗产量的逐步

增加，来推进人群的疫苗接种。也
就是说，未来随着更多的疫苗投

入使用，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实
现应接尽接。

张文宏教授表示，尽管疫苗
接种是安全有效的，但到目前为

止，没有任何疫苗保护率能达到
100%。因此，打了疫苗之后防护

措施不减，才能更好保障大家安
全。目前上海已经启动针对因私

出国工作留学的紧急接种，张文
宏在留观时告诉记者，有的市民

打完针就要出去了，实际上打完
针也不是马上就有抗体的，抗体

水平到最高是在第一针打完后 4

周左右，而且不管有没有打针，防

护措施都不能少。
他强调，春节临近，国内人员

流动将加强，市民应减少聚集性
社会活动，继续坚持戴口罩、勤洗

手、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好习惯。

首席记者 左妍

张文宏打完
第二针

新冠
疫苗

    与普通发热门诊“背靠背”的，是

“特殊发热门诊”。字面意思好理
解———普通发热门诊针对普通的发

热病人，特殊发热门诊针对浦东机场
相关的境外人员或其他特殊病例。两

扇门完全隔开，两条路也毫不相通。
为了不让人“误闯”，特殊发热门诊被

铁丝网围起来，还竖了醒目的标识。

“在机场和隔离点有症状的人
会送来，隔离对象如果需要就诊，比

如做血透、配药，甚至动手术，也会
送过来。”感染科主任卫波说。正说

着，就见 120驶入了铁丝网。卫波

说，特殊发热门诊患者，唯一的交通

工具是救护车———120送来，120送
走。“今天有机场海关初检核酸阳性

的送过来，我们会将他转入隔离病
房排查。”他的语气平静，毕竟，在这

个特殊发热门诊，一年间已检测出
百余例阳性病例。“只要有境外航班

过来，就难以避免境外输入病例。但
都是闭环管理，大家不用怕。”

闭环管理，是发热门诊的重要

“标签”。在上海，从疫情初始到当前
阶段，就因为有 117家发热门诊所

构成的“网”，构成上海落实“四早”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的坚强防线。同时，上海各家医院根
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发热门诊服务

流程、改造门诊空间，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的特殊发热门诊就是去年 3月
全国防控境外输入病例而诞生的。

    医务部主任祁炜罡，一整年经

历了各种惊心动魄和酸甜苦辣。
“2020年分三部曲，防本土病例、防

境外输入、内外共防，每一段历程都
难忘。”

去年 2月，医院接收一名疑似
病人，创下在隔离病房最久的纪

录———21天！当时，其妻已确诊，他

本人也发热。“那时还没有核酸检
测，‘是或不是’很难说。”祁炜罡回

忆，做了 6次 CT，最终排除新冠肺
炎时，已过去了 3周。“他没有怨我

们，反而写来了一封感谢信。”
第二个令他难忘的病人是 32

岁的李先生。5月底，境外疫情加剧
蔓延，李先生返回国内。他有白血

病，血小板一度降到极低水平，生命
危在旦夕。这样的病人已无法承受

集中隔离，院方将其收治在隔离病
房，一边隔离观察，一边抢救治疗。

“申请血小板，进行抗休克治

疗。好几次觉得他熬不过来了，他却
顽强地挺了过来。”祁炜罡说，14天

隔离对李先生来说度日如年，病危
通知书发了好几次。医院请来了外

院血液病专家会诊，让家属与他视
频，给他打气。隔离期满后，李先生

如脱胎换骨，奇迹般地好转，他回到

东北老家继续治疗。
去年 11月 8日，上海进入深

秋。普通发热门诊病人不少，但都不
出意外地顺利离开，直到营前村的

居民王先生开着电动车来了。他在
这里收到核酸检测阳性的报告，警

报即刻拉响！
11月 9日，营前村被列为中风

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11日下午，
一名孕妇要到医院做产检。村委干

部第一时间联系了浦东新区人民医
院，而这名孕妇刚到医院便临盆了。

隔离病房不具备接生的条件，医院

马上为她准备单独抢救室，医生护
士做好全套防护，很快，她在助产士

的帮助下分娩出一名健康女婴。住
院 3天后，产妇带着孩子回家继续

隔离。营前村解封，医院也收到了好
消息：母女一切安好。

类似的故事很多，有手指断裂

急需手术的境外船员，有得了脑膜
炎需专家会诊的境外航班机组人

员；光是营前村，封闭期间就有 150

多车次的 120救护车进进出出，堪

称营前村“史上之最”。
一年来，医院发热门诊按下升级

键，感染科能力日趋提升，多学科会
诊制度更加完善。祁炜罡说，一面是

波澜不惊，另一面是惊心动魄，它们
都是发热门诊的真实面，共同构成了

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不管在哪个门里，都不知道下一个病

人会是谁，所以要时刻绷紧防疫这根
弦———“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消除恐惧的“初体验”

不断升级的“战斗力”

跌宕起伏的“三部曲”

针对浦东机场相关的境外人员或其他特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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