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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浦东新区开始封控

管理。前一晚，很多家在浦东的医

生、护士连夜拉着行李箱赶回了浦

西的总院。之后50多天里，近130

位急诊人三班倒战斗在一起，再也

没有回过家。

“虽然我们在一线，但做好了防

护，还是很安全的。”周文震说。从

医没多久，就经历了这样特殊的考

验，让这个年轻医生对急诊有了更

深的认识。有人心疼急诊人的辛

劳，但在小伙子看来，这恰恰是急诊

医生最该上的时候。

急诊科的医护们明显感受到，5

月中旬来，急诊正慢慢向常态化恢

复，工作量接近疫情发生前的八到

九成。本周，随着华山医院各专科

门诊、检查检验项目的全面开放，急

诊的压力也大大减轻，有些医护人

员开始“走读”，进行“气泡式管理”。

向好发展下，却也生出了些意

想不到的无奈——能“走读”的医护

人员回家之路没那么舒心。离家上

“疫”线时是众人眼中的天使，此时

却成了需要提防的对象。“可谁会想

着把病毒带回家呢？医务人员是防

范做得最好的，知道自己做到位了

才会踏上回家路。”陈明泉呼吁，白

衣天使在前线的战斗已经很累了，

请市民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照顾。

陈明泉自己的专家门诊也已经

恢复，有些穿着防护服戴着面屏的

病人让他有些哭笑不得。“新冠病毒

毕竟还是通过呼吸道传播，来院戴

好N95口罩，不聚集，做好手卫生就

好。”陈明泉同时也是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医师，“穿戴严实反而会给医

生查体造成困难”。

专家门诊已恢复

陈明泉曾赴非洲参与埃博拉疫

情防控，由他领衔的华山急诊与发

热门诊一体化管理团队，疫情下发

挥出“1+1＞2”的优势。“到急诊诊区

的病人，都经过了预检台的筛查，一

旦发现了高风险因素，就会被发热

门诊收治；同时，发热门诊的诊治流

程是由团队统一制定的，也能确保

发热急症患者得到同质化的诊疗。”

在预检台，陈明泉指着不远处的发

热门诊标识向记者介绍。

“但无论如何，救治总是第一位

的！”他严肃地说。只要是第一类、

第二类的患者到院，会立即送往抢

救室，抢救室满了还有缓冲抢救室；

再满，还有应急抢救室！“一方面要

维持生命体征的稳定，各类救治措

施对症；另一方面开展防控下的检

测，也很简单，先做抗原，几分钟就

知道结果了，同步做核酸采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预检台边上

设有等候区。陈明泉解释，第三类、

第四类急诊病人需要在此测温、做

抗原，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一

般5-10分钟左右，预检台的护士就

能为他们做好分型，体温高、抗原阳

性或有高风险因素就转到发热门

诊，其他则到急诊诊区正常就医。

这场大上海保卫战中，申城各医

疗机构相当一部分力量被抽调支援定

点医院或是方舱医院，作为“原则性不

停诊”的科室之一，急诊有没有出现医

护力量捉襟见肘的时候？面对记者的

疑问，陈明泉摆了摆手。“临港方舱医

院的管理团队是华山医院，华山医院

宝山院区也转为了定点医院。华山医

院为急诊科和发热门诊配备了4部负

压救护车，一旦发现了阳性感染者，我

们的转运非常顺畅，也不会挤占市里

120的资源。”在他看来，流程顺畅后，

反而节省了劳动力。

救治摆在第一位

自3月疫情暴发以来，位于静安

区的华山医院总院急诊科每天都在

高位运转，高峰时一天要涌入500多

个病人，仅救护车就开来50多辆。

“疫情期间，来到医院和回家都有种

种羁绊，能到急诊科的都是拖不下

去了的。”陈明泉说。

今年是急诊内科医生周文震工

作的第三年，用他的话来说，疫情

期间接诊了一名“可能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的病人”。病人身体机能平

稳，但胸闷气促、心跳特别快，喘得

很厉害。一进到诊室，周文震第一

反应是甲亢危象——这种又被称

为“甲状腺风暴”的病死亡率很

高。询问后得知，疫情期间药物不

够，患者服用不规律；病人还罹患

胆囊炎，感染也进一步诱发了甲亢

危象。尽管在最短的时间里识别，

但病情急转直下，最终还是没能救

回来。

按惯例，急诊医生会根据到院

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为他们分诊。

第一类叫濒危病人，这类病人随时

可能没命，必须立即送到抢救室；第

二类叫危重病，患者症状严重，随时

可能发展成一级；第三类病人在短

时间内不会出现危及生命的症状；

第四类病人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

一般被称为“流水病人”。很长时间

里，一类、二类的病人占急诊患者的

8%-10%，但在疫情下，陈明泉发现，

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

15%-20%。

“前一段时间，无论是救护车送

来的，还是自己过来的病人，病情都

很重。”预检台护士说。大家心里更

明白，防控形势如此严峻、交通那么

不便利的情况下，患者还选择来到

华山医院，是对医院的莫大信任，急

诊人要尽全力救他们的命！

危重患者更多了

直击
华山医院
急诊科

经历艰难险阻后
正慢慢恢复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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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为了加
快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

上海的一些街头已经摆上了核酸采

样亭。如何让这些采样亭的整体形

象和功能设施大幅提升？今天起，

由雄大设计港、新民晚报社、时代建

筑、哔哩哔哩联合主办的“核酸采样

亭设计方案大赛系列活动”正式启

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方案。

据主办方介绍，核酸采样亭在

设计上，应满足核酸检测日常化的

公共服务保障工作，便于快速生产、

方便安装、便捷实用、经济美观，鼓

励使用装配式构件，实现标准化、模

块化的生产和安装。在材料上，注

重采样亭的抗风和防水能力。同

时，给核酸采样亭取一个温暖有爱

的名字，并考虑“平疫转换”多场景

利用方式，在疫情完全结束后，便于

快速改造和循环利用。

本次设计方案大赛面向全国在

校学生、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社会从业人士，以个人或团队为

参赛单位。大赛旨在优化核酸采样

亭的场地适应性、提升城市公共空

间品质，为加快推进常态化核酸采

样点布局建设工作贡献专业力量。

6月下旬，评选结果将在新民

晚报、时代建筑、B站、雄大设计港

等媒体平台公布。活动主办方还将

集合传染病学、建筑、景观、制造等

多专业人员智慧，共同研究制定《上

海核酸采样亭设计指南》倡议，以及

方案深化、产品生产和安装落地。

邀你设计核酸采样亭

江苏常州的沈先生今年41

岁，5月14日晚饭后突发胸背部疼

痛，休息后疼痛也无法缓解，家人

立刻送他到当地医院急诊，被诊断

为主动脉夹层B型，这个假性动脉

瘤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生命危在

旦夕！家人立刻电话向上海瑞金

医院求助。心脏外科王哲主任医

师远程会诊后表示，“这位年轻的

肥胖患者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史，CT

检查发现主动脉夹层，破裂的风险

较高，同时患者锁骨下动脉及左髂

动脉均有累及，有影响脑血管，上、

下肢血供的可能，必须尽快手术！”

如此危重的病人，要想尽快来到瑞

金医院手术，只有直升机转运是最

安全有效的方法，这对瑞金医院提

出了新的要求。

自5月以来，瑞金医院已经全

面恢复基本医疗，平均每天门诊量

超过6000人，手术量超过70台，与

此同时，航空医疗救援中心办公室

也已经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及临床

科室启动航空医疗救护的流程，航

路、航线，通航企业积极响应，整条

链路都已经打通！5月19日上午

11时06分，常州这位危重的主动

脉夹层病人经直升机转运，顺利降

落在瑞金医院大楼停机坪，被立刻

送往心脏大血管外科重症监护

室。这是瑞金医院今年疫情以来

接收的首例航空转运患者，这也标

志着瑞金医院不仅基本医疗完全

恢复如初，而且外地急症转院也已

经恢复。

“仅仅用了1个小时病人就空

运来了，我们后续将在完善检查的

基础上，尽快手术。”王哲表示，由于

不少市民高血压控制不佳，近年来

主动脉夹层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个

疾病如同“不定时炸弹”，危险性极

高，病人随时有猝死可能，所以即

使在疫情期间，也必须及时抢救。

“在瑞金医院诊疗服务全面恢

复的背景下，医院已经做好各种准

备，为外地危重症患者开辟出绿色

通道，航空医疗就是最快速高效的

方法，目前也已恢复。”瑞金医院副

院长陈尔真表示。

本报通讯员 朱凡 韩康妮
记者 左妍

从江苏常州到上海瑞金

直升机跨区域转院急救

华山路，梧桐掩映下，停在道路两旁的
救护车顶上闪烁的蓝色灯光，分外晃眼。
担架床上，躺着双目无神、浑身乏力的

老大爷，一旁的老伴回答着预检台“大白”
的流调问询。隔着面屏和N95口罩，对听
力下降的老年人讲话，护士得扯着嗓子喊。
再往里走，急诊大厅并不是外人想象

中惊慌的样子——候诊的病人间隔坐开，
躺在过道临时输液位上的患者不时抬起头

看看输液的进度。有人因需吸氧口罩掉到
了鼻子下，旁人立刻会投去警惕的目光；偶
尔有戴着面屏、穿着隔离衣的人走进诊室，
会让人错愕：她究竟是医护还是病人。

至少，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
主任陈明泉看来，如常的急诊似乎正在回归。

当然，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里和申城
所有还敞开大门的急诊科一样，经历着特
殊时期为到院患者抢回生命的惊心动魄。

本报记者 郜阳

■ 通过预检后，医护人员将病人转移至急救室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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