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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时后“火神山”顺利收治疑似病人

1!!!!!!!!!!!!! 抗疫最前线

发热门诊升级改造加人手优流程

    如果说抗击疫情是一场战役， 那么发热门诊就是阻止

战火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接到紧急通知，马上制定方案，部

署发热门诊区域的划分改进，对全院上下来说，防控成了第

一要务。 ”市十医院副院长李济宇告诉记者，医院的发热门

诊空间及人手有限，多年来患者人数始终平稳有序。为了应

对战役， 根据院内感控要求， 立即重新划分为“三区两通

道”，使发热门诊符合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标准。

1月 20日，上海公布了首例确诊病例；1 月 24 日，上海

启动“一级响应”，全市发热门诊向社会公布。 很快，十院就

涌入了一批患者。“小年夜当天，前来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

达到 325名，比平时多了十多倍。”身为分管医疗的副院长，

李济宇深知传染病暴发的规律：发热的病人中，肯定会有阳

性患者，而这么多人聚集，无疑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

“时间紧迫，但我们有备而来。 17日开会，19 日已整合

院内资源，对发热门诊升级转型，调配加强人力，梳理优化

流程。相关科室排班支援发热门诊，尽可能让患者停留时间

最短；同时增加发热预检分诊，第一时刻区分发热病人，减

少传播路径。 ”该院感染科主任韦松华经历过 SARS、人感

染 H7N9禽流感等战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他认为，

发热门诊的实力，直接考验医院疫情防线的“战斗力”。“发

热是表象，内在原因有许多；CT影像看起来像病毒性肺炎，

也有可能不是新冠； 无症状感染者更在不断挑战我们的防

控体系。 如何快速识别疑似患者，又不过度诊疗？ 依靠团队

的经验、流程的优化、科学的管理，发热门诊在短期内迅速

完成升级转型，有序地运转起来。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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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经是上海首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在武汉工作的第 17天了。

我记得我工作的病房里，有位

病人是金银潭医院的医生， 他妻子

是本院的护士，不幸也被感染了，他

手上的留置针， 还是她妻子为他打

的。他妻子病情比他轻一点，不住在

我们病房。这位医生话不多，但是人

很和善，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从

床上起来自己换输液； 我手上戴了

两层手套，撕胶布不好撕，他会帮我

全部撕好。

另一个床位上的阿姨问我：“妹

妹，我会好吗？我家里还有 93岁的老

母亲呢。 ”还把手机上她妈妈的照片

给我看，我安慰她说：“会好的，等你

能离开这台机器，就可以回家了。 ”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比

如帮我们洗衣服的叶大哥， 他说你

们的衣服洗好，可能会洗染色、会缩

水，但是每一件衣服，都是高温消毒

的，你们放心穿；比如运物资的志愿

者，只要我们打个电话，他就会来酒

店帮我们运送各种急需的医疗物

资。从我们住处到三院，来回要两个

小时，志愿者却分文不收。武汉百姓

都对我们很友善， 经常感谢我们远

道来支援，感叹我们工作的辛苦，搞

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我在休息的时候会和小宝视

频。她快四岁了，很懂事。和她视频

时， 她会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英

雄，加油！”“妈妈，我有点想你。”我

就说：“妈妈这里有很多病人要照

顾，等病人病都好了，妈妈就回上

海。 ”视频时她会摸摸手机上我的

影像，假装在摸我，会对着摄像头

亲我，也会对着手机做个拥抱的动

作，假装是在抱我，我也在这边做

个拥抱的动作，好像抱在了一起。

上海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

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程鑫

（本报记者郜阳今晨根据口述

采写）

疫 情 通 报

    “2月 1日是发热咨询数量最

多的一天，达 223 人次，全天咨询

总数达 614人次。截至 2月 9日 24

时，咨询总数为 4269 人次，发热咨

询数 1332 人次。 发热咨询数在咨

询总数中占比 30.87%。 ”上海市发

热咨询平台入驻专家李伟明说。

昨天是“上海市发热咨询平

台”启动的第 9天。 这段时间来，第

一轮 5家市级医院的 30位专家 24

小时三班倒， 轮流为市民服务，发

热咨询热线的日均咨询总数在 400

到 500人次之间。

目前， 发热咨询热线在开启

初期有一个数据的上升， 随后持

续下降。 近期，咨询数量已总体趋

于平稳，仅在 2 月 6 日至 2 月 7 日

之间出现过一个发热咨询人数的

小高峰。

李伟明表示，这段时间市民朋

友重点咨询的一大问题为：自己出

现发热、咳嗽、流鼻涕等呼吸道症

状， 是否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

否需要上医院？

“我们首先要了解咨询者近 14

天是否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

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

住史。 另外，是否与新冠肺炎患者

有接触等流行病学史。 ”李伟明说，

“大部分的咨询者并没有这方面的

流行病接触情况，而呼吸道症状又

比较明显。 如果我们判断其可能以

伤风感冒为主，那么建议咨询者在

家吃点感冒药或随访观察。 ”在电

话咨询中，也发现有个别疑似新冠

肺炎病例。 对此，李伟明建议前往

附近特定医院就诊，做一个简单的

血常规检查，如果白细胞总数正常

或降低， 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则

要考虑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甚至

建议到指定医院做病毒核酸检

测。 也有咨询者提出， 不敢去医

院，担心发生交叉感染。 李伟明告

诉咨询者无需过分紧张， 并建议

其症状如若不明显， 体温不超过

38℃， 完全可以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 其间如果出现呼吸困难、体温

持续不降，再考虑去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

另外还有部分市民咨询自己

小区周边的发热门诊或定点医院

有哪些，以方便就诊。

对此，李伟明表示，发热电话

咨询一方面可以消除部分发热咨

询者的顾虑，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流

医院发热门诊的压力，并减少可能

存在的交叉感染隐患。“对于确实

有就医需求的病人，我们将给出具

体的就医地址。 另外，我们也呼吁

就诊者不要隐瞒旅行史、疫区接触

史， 也不要避讳发热等呼吸道症

状，这对大家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

度。 ”他补充说。

见习记者 张泽茜 本报记者 左妍

    2 月 9 日 0-24 时，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062 例（湖北

2618例），新增死亡病例 97例，新增

治愈出院病例 632例。

截至 2 月 9 日 24 时，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40171 例， 累计死亡病例

90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281例。

据新华社

新增确诊病例

306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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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左妍）2 月 9 日

0-24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97 例； 新增

治愈出院 3例，新增确诊病例 3 例，

均为本市常住人口。

截至 2月 9日 24时，上海市已

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1062例，发现确

诊病例 295例。 确诊病例中， 男性

155例， 女性 140例； 年龄最大 88

岁，最小 7 月龄；141 例有湖北居住

或旅行史，24 例有湖北以外地区居

住或旅行史，127 例有相关病例接

触史，3 例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外

地来沪人员 97 例， 本市常住人口

198 例。 目前，230 例病情平稳，10

例病情危重，10 例重症，44 例治愈

出院，1例死亡。 尚有 223例疑似病

例正在排查中。

 发热咨询数趋平稳

武汉百姓都对我们很友善护士
日记

    从发热门诊筛选出来的疑似病人，都要安置在留观病房留观，一

人一间，并等待疾控部门采样。如果确诊，会被送至定点医院；如果排

除，则可回家。在李济宇看来，留观病房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

面要快速腾出空间，确保所有疑似患者可以入住；另一方面，也对感

控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当前，十院在建急诊大楼，可供使用的院内空间已捉襟见肘，如

何快速找到最合适的病房用地应急改造，这是一道大难题。 但是，疫

情防控就是命令，院领导和多部门集体商讨，最终决定把医院东侧建

筑工地用房改造为留观病房。

春节期间，工人们都已放假，人手显然不足，配套设施也得跟上，

怎么办？ 施工现场就是战场！ 确定改造方案后，基建处便立即着手实

施，与各部门相互配合、连夜开工，秉持“提前 1 分钟交工，就能提前

1 分钟遏制疫情蔓延”的信念，仅用 20 个小时，就火速交付了十院

“火神山”。 1 月 26 日，留观病房顺利投入使用，其中清理保洁、生活

物品、物资设备、标识标牌设置也仅用了半天。

李济宇说，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医院又作出“再次新增留观

病房”的决定，有了之前“火神山”的经验，医院“雷神山”在方案制定、

改造实施及开办配合等方面一气呵成，2月 4日顺利投入使用。

    疑似患者进入发热留观病房后， 需要等待专家会

诊和核酸检测，一般在医院就需要 2-3天。根据国家卫

健委新冠肺炎诊疗的指导意见， 应积极探索疑似患者

留观期间的治疗方法。否则一旦确诊，留观期可能会形

成治疗的“空窗期”。 市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副组

长、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方秉华也认为，“各

医院应对疑似病例第一时间制定针对性强的个体化诊

疗方案，开展精准施治。 ”

李济宇也很赞同，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作为医疗

机构不应忽视对疑似患者的医疗救治。“疑似患者中肯

定有一定的阳性比例，为了降低重症率、病死率，早干

预尤为重要。 ”

昨天， 一批医用级的氢氧气雾化机进入了留观病

房， 配合手持加物联的肺功能检测仪和肠道菌群等治

疗方式， 市十医院在通过伦理审核后正式提出针对疑

似患者的“氢氧疗+菌疗”十院方案。

这一批氢氧气雾化机由上海本土的潓美医疗自主

研发， 每分钟可产生 3 升气体， 包含 66.66%氢气和

33.33%氧气，武汉多家医院已配备该设备。呼吸科主任

王昌惠介绍：“吸入氢气，可提高氧气的利用率，减轻呼

吸困难的症状，氢、氧、药的结合，可有效提高吸入药物

利用率。 ”

根据国家卫健委治疗指南， 要重视患者肠道菌群

平衡，避免继发感染。市十医院肠道微生态团队受此启

发，积极开展早期肠功能干预，以期对疑似患者的治疗

起到改善作用。 因此，十院方案中突出了“氢氧疗+菌

疗”双结合的模式。

同时，疑似病人往往伴有其他基础疾病，这部分人

同样需要及时治疗。不久前，留观病区收治了一位心衰

患者，一直使用监护仪，特殊药物持续静脉滴注。 几位

护士密切注意患者病情变化，并与院内专家保持沟通，

病人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护士长徐巍说：“在特殊时

期，新冠肺炎的筛查固然重要，但不延误常规诊疗同样

不能忽视。 ”

    上海的发热门诊和发热留观病房从 17 年前

SARS 疫情开始就沿用至今， 不过这些年大部分

时候风平浪静。 今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仅用 20 个小时即搭建

起院内的“火神山”———发热留观病房，确保疑似病

例“单人单间”；针对超过平时 10 倍的发热病人数

量，医院通过空间腾挪、物理隔断、增加人手等

办法内部挖潜，增加发热门诊的接诊能力。

十院提出针对疑似患者的“氢氧疗+菌疗”方案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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