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镜防雾有高招
1.75米身高，80公斤，体型壮硕的护士张

胜利已在护理岗位扎根 11年。作为公卫中心

首批进入 A3应急病房的护士，张胜利主要负
责重症患者护理，包括呼吸机操作和患者的

翻身排痰。防护服普遍均码为主，由于身材比
较壮实，张胜利每次都会把它穿出紧身衣的效

果。同时，张胜利爱出汗，护目镜总会被水汽覆
盖，他自创方法，在护目镜佩戴前，用洗洁精擦

拭，这样佩戴以后就避免了水汽凝结。他说，工
作难度最高也是风险最大的护理工作就是给

患者排痰，所以就需要佩戴正压呼吸器。由于

穿着厚实的防护服，戴正压呼吸器，身体灵活
度很差，可是重症患者各种插管较多，在操作

时必须小心谨慎，做好导管保护。

目前，张胜利已经结束一轮应急病房工作，

正在接受留观。“如果需要，打算再进应急病房，
毕竟有过一次经验了，第二次会从容很多。”

“老法师”随时待命
吴元浩是公卫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的

护士长，擅长操作各类呼吸机及 ECMO设备。
他曾多次参与公卫中心 ECMO团队的救治任

务。公卫中心规定，每个护士进入应急病房工
作，护理重症患者不得超过 10天，轻症患者护

理不得超过 14天。为了最充分地发挥吴元浩的
价值，他一直在外“待命”，只有第一次呼叫他前

来配合操作 ECMO时，吴元浩才被派了进去。

8天后，那位使用 ECMO的患者明显好
转，顺利撤机，此时的吴元浩觉得特别有成就

感，感觉自己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这样的
感觉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吴元浩表示，在

应急病房可以接触很多高精尖的重症监护设
备，同样的呼吸机，不同的型号，操作方法也

不尽相同，此外还可以接触到各大医院的专
家教授，耳濡目染不同的治疗理念，对自己是

一种提高和锻炼。吴元浩也向护理部申请，希
望自己能一直留在重症应急病房，一直到疫

情结束。

夫妻接力护重症
颜冬冬是公卫中心外科监护室的一名护

士，具有重症患者护理经验，所以出现重症患

者后，护理部就把颜冬冬调入应急病房。其

实，颜冬冬的妻子也是公卫中心的一名护士，
同样具备重症护理经验。但考虑到他们是双

职工家庭，晚上还要照顾 13个月的孩子，因
此只把颜冬冬暂时派往了应急病房。

护理部安排等颜冬冬结束工作后，他的
妻子将马上“接力”，随下一批护士进入重症

患者区域。目前，两人只能通过视频交流。不

过，与其他家庭的视频聊天不同，他们聊天的
内容以工作为主，为了让妻子进应急病房更

能适应里面的环境，视频聊天其实更像一种
交班：颜冬冬把每天的工作向妻子汇报，让其

尽快熟悉工作细节和工作流程。有意思的是，
妻子甚至拿了笔记本，边听边记，生怕自己漏

了重要内容。

接诊患者有“技巧”

1月 26日晚，公卫中心手术室护士王杰
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进入应急病房。身为中

共党员的王杰立刻答应下来。王杰和妻子也
是“革命夫妻”，妻子是公卫中心应急梯队成

员，应急经验相较于王杰要丰富不少。令她没
想到的是，丈夫竟然会比自己先进应急病房。

作为手术室护士，平时参与病房护理较

少，妻子担心他感染控制、消毒隔离等应急经
验不足。当晚就在家中拿出材料给他充电补

课，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要点，都过了一遍。
后来，王杰被分配在收治轻症患者为主

的 A1应急病房，主要工作负责确诊患者接

待。每次送往 A1大楼的轻症患者，第一个接
待他们的护士就是王杰。“这个时候，每一句

话、举手投足，都将决定患者的心理活动。开
导患者，让他们放松心情，是我每次接患者时

候必做的一件事。”王杰说。

抗疫情经验丰富
1月 30 日，35 岁的护士曾义林进入 A1

应急病房。“很多年纪稍大的阿姨，都更喜欢

跟男护士沟通。”曾义林笑着说，由于自己此
前所接触病人大多是心脏病患者，老年人多，

所以他积累了许多和老年人沟通的技巧，这
一次也派上了用场。

对待病人，曾义林很耐心，但对家人，他

似乎有点“不上心”。他说，进病房前都没有跟
家里人交代。“家里人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工

作，已经不需要再说了。”而他每次抽空打电
话回去，对家里人说的最多的也只是“当心身

体”这四个字。
曾义林经历过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H1N1甲流，甚至还处理过上海的埃博拉疑似
病人。5年前，他就曾穿上隔离服，将一名从塞

拉利昂返沪的男性病患送至负压病房，并更
换尿湿的衣裤，查体、补液。病人的病毒核酸

结果最终为阴性，但这段经历却成了曾义林
职业生涯中宝贵的一幕。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范忭忭

隔离病房里的护士“男团”———

前天，华山医院男护士剃成
“卤蛋头”赴武汉的视频获网友无
数点赞，而在申城公共卫生安全
的前沿堡垒———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也有一群默默坚守岗位的
护士“男团”，他们全程参与确诊
患者的治疗和护理，除了要有精
湛的技术外，还要承担各类重体
力劳动。正如男护士张胜利说，
“男性的体力、耐力更好，比女护
士更具优势，也应该承担更多工
作。虽然很辛苦，但也收获了满满
的成就感！”

瞬间医

    “你们猜不到吧！在儿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里，最好护理的是 7月
龄的又又（化名），小家伙漂亮可爱，

给她吃饱了就一脸满足。”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护士长夏

爱梅笑着说，“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宝
宝。”

儿科医院是上海收治新冠肺炎

小病人的定点医院，截至 2月 10日
已有 7例确诊儿童在此接受治疗，

其中 1例已经治愈出院。本报记者
昨日来到医院，听医护人员介绍在

治疗和院感防控中的点滴故事。

都是轻症小病人
“这些儿童确诊病例大部分都

是家庭传染，个别有武汉旅行史。最

大的 11岁，最小的是 7月龄的又
又。”感染传染科副主任医师葛艳玲

介绍。这些孩子都是轻症，主要症状
为中低度发烧并伴有咳嗽、流鼻涕、

咳痰等呼吸道症状。

和成人不同，儿科医院的小患
者目前没有出现重症病例。“儿童轻

症较多或与其自身免疫反应不强有

关。”葛艳玲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
解答。机体感染病毒后出现“白肺”

甚至病情恶化，源于体内炎症因子
风暴。部分成人免疫反应过强，病毒

入侵时会集中所有火力反击，但这
样也会误伤自己。多数儿童免疫反

应不强，发现病毒软绵绵给上两拳

后就无视它了，对自己的伤害也小。
经过一定阶段病程，病毒排完了也

就好了。
“只要做好自我防护，我们不会

怕新冠病毒。要是传染科的医生都
害怕了，那其他专业的医生会更恐

慌。”葛艳玲说，“事实上，我们一直
在做本职工作，只是这次的‘敌人’

有点特殊罢了。”

又是医护又是妈
感染传染科主任曾玫老家在新

疆，平时工作忙很少回去。这个春节

前，她早早订了票准备回家过年。医
院在 1月 19日收治上海首例确诊

新冠病毒感染的儿童后，她就退掉

了票。父母的期盼再次落空，可他们

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
葛艳玲和科室王相诗医生的孩

子都出生没多久，抗疫一线需要她
们，只能将宝宝托给老人照顾。“我

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把病毒带给老人
和孩子，他们抵抗力弱。所以我们必

须严格做好自我防护。”

和又又的情况不同，一名 13月

龄的宝宝是护士眼中最难护理的。
“我们戴着面罩，穿着防护服，她

有点害怕。你远远看着她，她会和
你互动，但只要一靠近就哇哇

哭。”夏爱梅说。没法子，大家获悉
宝宝喜欢吃香蕉，就用她爱吃的食

物来安抚。“我们还要喂奶、换尿

布、洗脸、擦身、哄睡，又当护士又
当妈妈。”

最调皮的莫过于一位 4岁的小
病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儿是打铃找

人聊天。夏爱梅怜惜地说，他这是在
找安全感。10岁和 11岁的两个女

孩很快结成了好朋友，对她俩，大家
会在心理上给予更多安慰。年纪稍

大的她们已经懂事，看到自己报告

的检查结果仍然呈阳性，就会很焦
虑。大家为了分散她们的注意力，买

来了《哈利波特》，带来 ipad给她们
消遣时间。夏爱梅还加了她俩微信，

告诉她们要理解病程规律。“两人可
要好了呢！”夏护士长笑着说，“有天

换床暂时把她们分开，就吵着要换

回到一间。”

得到了医院支援后，目前有 20

名护士在传染科病房工作。经历

过 SARS 考验的夏爱梅展现出的
沉稳和自信也让年轻护士们打消

了害怕。

流程体系煞煞清
面对确诊病例时的从容应对，

来自儿科医院跨前一步的准备。1

月 16 日起，医院就做好了详细预
案，“疑似病人怎么操作、如何护

送小患者到发热门诊等，我们都
进行了演练，遇到确诊病例后，整

个流程做起来就比较顺了。”院感

科主任王传清介绍。在抗击疫情

的 20 多天里，儿科医院针对新冠

肺炎病人诊治，陆续出台了 10 余
个制度。

“我们形成了有特色的防护体

系，比如说我们把一级防护分成五
个等级，有‘一级防护+护目镜’

或是‘一级防护+面屏’，针对不
同岗位细分防护准则。”王传清告

诉记者。
儿科医院还将自己建立起的院

感体系分享给其他医院，已经在权

威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做好院
感防护，困难不是没有。儿童表达能
力不够，流行病史调查基本靠大人，

可大人有时也会遗忘曾经到过的某
些地方，这就带来了潜在风险。“传

染病早发现非常重要。如今核酸检
测已经慢慢下放到医院，这是非常

大的进步。”王传清说。
事实上，儿科医院这几年一直

在摸索院内防控的“金点子”，他们
将医院的消毒用品换成了含过氧化

氢的，无论病毒有无包膜都能起效。
本报记者 郜阳

新冠肺炎儿童患者未现重症
儿科医院医护人员既当医生又当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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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辛苦，但也收获了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