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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
员 朱凡 记者 左

妍）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经过一段时

间的探索，全国同
道不断更新修改，

不断完善，昨天形
成并发布了全国新

冠肺炎诊疗方案的

第七版，大部分诊
疗方法趋于一致。

瑞金医院副院长、
上海第三批援鄂医

疗队队长陈尔真表
示，由于武汉的病

人整体病情更重，
重症病人更多，比

如，“白肺”发生比
例明显高，炎症因

子风暴比较常见，
因此救治难度更

大。而且，无论是
“封城”还是亲人的

离去，都对当地病
人的心理可能造成

创伤，所以，医疗队
在武汉当地会更加

注重炎症因子风暴
的早期发现和积极

应对，另外，在对病
人的心理治疗和康

复治疗方面，也提倡更早介入，并
加大力度。

炎症因子风暴高发？

预警评估 提前识别
陈尔真指出，武汉目前重症及

危重症患者还不少，与上海这边的

病人相比稍有不同，武汉病人中普
通型患者进展到重症、尤其是危重

症的患者高比例出现炎症因子风
暴现象。医疗队从一开始就特别注

重建设炎症因子风暴预警体系，积

极评估，提前识别，早期干预；其
次，努力减少感染对患者器官的二

重打击，如利用有效氧疗手段避免
缺氧，积极纠正休克以避免脏器受

损，维护器官功能，尤其确保肠道
功能稳定，减少因菌群失调而产生

的菌群移位；发生炎症因子风暴以
后，及时通过血液净化来清除炎症

介质，同时，使用单抗以减轻促炎
介质的炎症放大效应，以减少对各

个器官的损害。

器官受损功能下降？

尽早康复 关口前移
在武汉三院，医疗队发现很多

新冠肺炎患者在不同病期存在不
同程度的活动后气促、运动能力和

耐力下降，有不少重症病人由于多

器官功能受损，也会

出现各种机体功能下
降。所以要提出“尽早

康复”的理念，将康复
治疗关口前移到重症

监护室的危重病人，
由康复科医师对病人

从肺功能损害程度、

身体功能障碍的严重
程度进行评估，并制

定个体化的运动康复
处方，如早期肺康复

治疗。
医疗队的沈艳

梅、袁肖肖组成了临
时康复小分队，针对

患者不同病期总结编
排了一套由卧位-坐

位-立位的呼吸操，
以帮助不同时期患者

提高通气效率、缓解
呼吸困难，改善氧合，

不但增强了患者的运
动能力和耐力，还能

预防血栓形成。医疗
队发现在临床工作中

将肺康复理念融入患
者的救治，指导患者

康复训练，成效还是
很好的。同时也建议

病人们在出院以后继
续进行康复训练，恢复机体各方面

功能，这样才能尽早真正回归社会。

心理问题时有发生？

干预疏导 及时排障
由于“封城”，以及家人可能也

患病甚至不幸离去，不少武汉当地

病人也遭受了极大心理创伤，很多
病人都有焦虑甚至恐惧等心理问

题，不肯吃药、不愿意接受治疗、甚
至消极抑郁等情况时有发生。所以

医疗队特别重视心理治疗，从一开

始就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由
来自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的 2名

主治医生和 2名护士负责日常工
作，通过建立心理咨询室，开通心

理咨询微信号、沪鄂心连心援助平
台公众号，利用视频、制作宣传小

报等各种形式提供 24 小时的服
务。对有焦虑、抑郁、失眠等问题的

住院患者及其家属、积极展开心理
干预、心理疏导，排除严重心理障

碍等，目前每天平均心理咨询时长
约 300分钟。

医疗队的护理人员更是不仅
承担各项护理工作，也主动担负起

心理疏导的任务，在工作中特别注
意观察病人的情绪波动，并适时开

导，对病人的心理也起到了良好的
抚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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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测温 多次出入 一天有效
浦东沪东新村街道部分小区在本市率先试行证明“小卡片”

    “两个半小时，我进出小区已经

3趟了。”家住柳埠路 142弄的卢阿
姨一早很忙：去菜场买菜、回家做

饭、遛狗取快递，还要给住在浦西的
老父亲送饭送菜。

和前几日不同，今天上午，卢阿
姨出门买菜回来后，手上多了一张

“体温已测证明”：在这一天内，即使

卢阿姨多次进出小区，门岗工作人
员看到这张证明，将不再对她进行

体温检测。
一次检测，一张证明，多次出

入，这样的做法正在沪东新村街道

部分小区试行，这也是本市首个采

用该做法的社区。

减法：无需反复测温
对于这张小小的证明，卢阿姨

觉得“挺好的”。

她告诉记者，平时买完菜回小
区，需要测量一次体温；回家放下菜

篮子，出门遛狗 15分钟，回来第二
次测温；烧好饭菜再去老父亲家回

来，又要第三次测温，“一天进出小

区五六次是常态。”卢阿姨认为，有
了“体温已测证明”她就能快速进出

小区。

除了卢阿姨感到方便之外，小
区门岗工作人员也觉得“省力”。

在卢阿姨所在的兰城居民区，

小区物业人员已经值守门岗 40天
了，检测体温、征询外来人员信息都

是他们的职责。由于使用太过频繁，

小区门岗的额温枪已经失灵了好几

次。一名门卫介绍，“有人出门取个

快递，来回就几十秒；还有人出门遛

狗，也就十几二十分钟。”有了这个
证明“小卡片”，减少了很多重复检

测。

加法：盯紧“陌生面孔”

“只要小区居民们自己愿意，推

行‘体温已测证明’还是很有意义
的。”作为试行小区之一，兰城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徐洁敏表示。
徐洁敏介绍，“体温已测证明”

只面向每天多次进出本小区的居

民，由这些居民自行决定拿不拿证

明。在试行中，居民们也有不同意
见：有些居民婉拒了这样的方便，要

求还是每次进入都测体温；有些居

民得知后，则主动索要证明。

面对这样的情况，徐洁敏觉得

很正常。

“通过这次疫情，居委和物业对
大家的底数资料更清楚了，有时在

门岗看到居民走路的样子、听到他
们的声音，就知道是哪户人家。”徐

洁敏说，虽然有了“小卡片”，小区门
岗的管理并没有因此而松懈。“减少

重复测温，其实就是让门岗人员紧

盯‘陌生脸’，集中精力做好防疫需
要的信息登记等工作。”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潘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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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左妍）3月

4日 0-24时，上海市排除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11例；

无新增确诊病例。今天上午新
增 5例出院。

截至 3月 4 日 24 时，上
海市已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2456 例，发现确诊病例 338

例。确诊病例中，145例有湖

北居住或旅行史，34 例有湖

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
158 例有相关病例接触史，1

例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进行中。
至今天上午，确诊病例中

32例在院治疗，其中 23例病
情平稳，8例病情危重，1例重

症；303 例治愈出院；3 例死

亡。

除湖北外新增5例
3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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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例，湖北新增确诊

病例 134例（武汉 131例），新增死亡
病例 31例（湖北 31例）。

截至 3月 4日 24时，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8040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52045例，累计死亡病例 3012例，现

有疑似病例 522例。 据新华社

“病毒病毒吾伐吓！”
沪语童谣“抗疫面人总动员”动画萌翻了

    “病毒病毒吾伐吓，保持清爽

伐邋遢。等到春暖玉兰白，小巴辣
子就好开会了。”昨天，一部生动有

趣的“抗疫”原创童谣面人 MTV

《面人总动员：病毒我不怕！》在网

上亮相。动画里，幽默轻松的上海
话原创童谣，搭配着栩栩如生的小

面人动画，让人直呼：萌翻了！

MV主创人员之一张书嘉师从
面塑大师“面人赵”之女赵凤林，是

这项非遗艺术的“第三代传承人”。
她说，在这个 MV 里面，有爱的歌

手王老师、有心的面人张老师、有
脑洞的导演黄老师，他们都不是主

角，“主角是孩子们，用巧手捏出一
个病毒望而生畏的美好世界。这个

世界并不遥远，待到春暖花开时，
它就会在你眼前。”

孩子巧手
捏出美好世界

“为了抗击病毒，你和大家一
起‘闷’在家里。让我们一起化身爱

心天使，为身边的亲友鼓劲，为疫
情祈祷，为中国加油！”从大年初四

开始，张书嘉就在自己的面人工作

室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一系列的
面塑公益微课。“最初的想法只是

想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教会孩子用
面塑这种中国最传统的艺术形式，

来表达自己特别的体会和感悟。没
想到，很快我就收到了上百个作品

照片，不但很有创意，还让人感

动。”张书嘉说，这些都是孩子眼中
的世界，美好又有爱，里面有医护

人员孩子捏的加油面塑，也有与病
毒作战的有趣作品。一些作品的照

片甚至通过张书嘉的亲友，传递到
了上海援鄂的一线医务人员手机

上，为他们加油打气。
孩子们用巧手捏出了美好世

界，抗疫是不是有更有趣的呈现方
式？有了这个想法，张书嘉就和上

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导演黄老师
一拍即合，为他的最新童谣《病毒

我不怕》制作一部面人动画。为了
这个公益动画，三人小团队整整折

腾了两个多星期，而动画里的面人
全部出自张书嘉和长宁区愚园路

第一小学面塑社团之手。

古老艺术
也是沟通语言
身为 80后的“面人张小姐”张

书嘉常被人问：为什么会喜欢面塑

这样有 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艺
术。“确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几乎没

有人在玩传统技艺。”但是，张书嘉
却始终觉得，当传统的技艺被赋予

时代的符号，和人们的生活联结起

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面
塑也能成为一种沟通的语言，传递

中华文化，传递爱与未来。”正如此
次张书嘉制作微课的初心，并不是

刻意传授技能，而是希望孩子们能
够找到人生多维度的表达方式。

“面人张小姐”的公益抗疫微课
还在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孩子和

家长一起来开展亲子创作，还有不
少老年大学的学员，也参与到创作

之中。“在这场疫情里，你会想到什
么，你能感受到什么，你想传递怎样

的态度和精神。这些都可以不用讲，
也不用跳和唱，而是用面塑来表

达。”张书嘉说。本报记者 马丹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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