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市
! ! ! !! !""余辆手推车、#""余个购物篮、两组寄存柜、还有几
处自动扶梯都要消杀，一天至少用掉 $%斤消毒水

! 每天消毒 !次，每天清晨 &时至晚上 '$时，消杀员
都在工作

! ! ! ! ''月是一年一度的快递高峰期，今年新
冠疫情又给这个快递旺季增添了新的挑战。
大量的快递包裹如何做好防疫消杀工作？

中午 '$时 ("分，位于三鲁公路上的圆
通三林网点的大院内，停满了运快递的车辆。
在一个卸货的装卸口，三四名佩戴口罩、手套
的工作人员正将车内的包裹放往传输带上。

另有两名工作人员手持消毒喷雾器站在
传送带两旁对已经卸下的包裹逐一喷洒消
毒。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液味道。所有快
递到达网点后，先经过分拣，再装车外运。装
车前，网点还会对停靠在装车口的空车车厢
喷洒消毒液，包裹也是边消毒边装车。
“我们每天会分四个批次消毒站点内的

所有快递，无论是入场还是出场的包裹都
不例外。”今年以来，消毒成了从业五年多

的圆通快递小哥胡业军的新工作。“除了消毒
快递，站点内的车辆以及角角落落也都不会
被遗漏。”
胡业军告诉记者，每天经自己手消毒过

的快递平均达到了一万余件，高峰时间段更
是达到三万多件一天。“我每天六点上班，一
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完成所有工作。特殊时
期特殊对待，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放松，现在我
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位防疫消杀人员！”面对
额外多出来的工作量，胡业军表示理解。
“闻多了消毒水味，吃饭都感觉不香了。

一天下来不停地重复喷洒手酸是肯定的。”网
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以来消杀人员
的辛苦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到老胡裤子上的
那些白斑了吗，那都是消毒液的‘功劳’。”

本报记者 杨硕

黑裤子上泛起点点白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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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传人"的本质

仍是接触

“物传人”的“实锤”，让人们不禁
要问，以往未关注过呼吸道病毒可以
从物体传播到人，新冠病毒何以做到
飘洋过海来到国内，还将病毒传染给
了物流人员呢？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央视新闻采
访时介绍，表面上来看是“物传人”，但
是没有离开呼吸道的传播方式、接触
传播的方式。之前的理解是握手、共同
触摸了把手造成接触传播，实际通过
污染了的冷链、污染了的集装器，也可
造成接触传播。
吴尊友介绍，新冠病毒喜欢低温

环境，温度越低，存活时间越长。进入
冬季以后，空运、陆运、海运所有国际
运输的环境都类似于冷链系统，可能
成为病毒载体。再加上国际疫情日益
严峻，通过境外货物把病毒带到国内
的风险明显增加。

确诊病例活动轨迹

需!终末消毒"

上海最近新发病例，都第一时间
进行终末消毒，并公布了活动轨迹。而
部分市民则表现出相当紧张的情绪，
对此，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感染控
制科主任朱仁义主任医师说，“终末消
毒是针对出现病例以后进行彻底杀灭
病毒的消毒，比方说这个确诊病例经
过这个场所，有可能他的手接触过门
把手、水龙头、电梯按钮等物体表面，
把病原体带到了环境里，或者咳嗽打
喷嚏时飞沫扩散在环境里，都可能导
致其他人接触或吸入发生感染。所以
不管是确诊病例呆过的家庭居所还是
公共场所，都要实施彻底的消毒，目的
是把病原体彻底‘消灭’，阻断病毒传
播的可能性。”
朱仁义说，上海主动公布患者活

动轨迹，就是给公众提供一个自我判别的依据，
通过了解患者的活动轨迹，判别自己是不是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患者的一般接触者，提高个
人防护意识。

取境外来的包裹

拆完一定要洗手

浦东机场的几例确诊病例与物流相关，但之
前，“物传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过去
'"个月内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网友称，
难道是“好运气”用完了？

朱仁义告诉记者，实际上，人们对病毒的认
识有一个过程，有证据表明病毒可以通过冷链传
播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国外疫情不断蔓延，感染
的人越来越多了，环境中病原体多了，更多地附
着在了物体的表面，导致感染风险的增加。在境
外，由于病人带病上岗，作业过程中污染了集装
器或物体表面，加上进入秋冬季节气温变低，病
毒在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也会变长，国内的工作
人员接触了境外来的受到污染的物体，有可能造
成感染。”

按照我们国家“人、物同防”的防疫要求，机
场成立了“机场新冠疫情肺炎防控货运工作专
班”，严密落实货运区各项防控措施。对普通老百
姓来说，被货物感染的风险不是特别大，但客观
来说风险还是存在的。因此，不管是冷链产品还
是常规包装，只要货物来自于境外，就应当引起
重视。朱仁义建议，取来自境外的包裹时，最好不
要把包裹带回家，拆包裹后一定要洗手。洗手前

不要触碰口、鼻、眼等部位。如果一定
要将包裹带回室内，当做好预防性消
毒，比如用消毒湿巾擦拭，)!消毒剂
与水 '*++稀释后或乙醇含量为 ,-.

/)-.酒精擦拭物体表面等。“但是切
记，不能用喷壶喷洒酒精。国内已经
出现了多起因消毒不当导致的伤害
事故，需要引起重视。”

超市买生鲜

不要徒手接触

有市民直言，坚决不吃进口冷链
食品。实际上，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也没有必要。目前，本市市场监管部
门持续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
管理，抓好冷链食品疫情常态化防控
各项工作。截至 00月 $$日，上海对
大型农贸市场、超市、冷库等重点场
所开展进口冷链食品的采样检测工
作，目前已采样检测 0(万余件，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

市疾控中心危害监控所宓铭副
主任医师建议，首先要去正规超市或
市场选购冷链食品，要关注食品产
地、来源、进口食品检疫等相关信息。
选购冷链食品时最好佩戴口罩，避免
徒手接触食品及包装表面。可以随身
携带小包装免洗消毒液或酒精棉球、
棉片，用于购物后手部和物体（手机、
钱包等）表面消毒，有条件的用流动
水加肥皂或洗手液清洗双手。

网购食品时请查看进口冷链食
品检验检疫情况，并做好外包装预防
性消毒。处理进口生鲜产品时，不要
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可用浸泡搓洗
方式。接触了生鲜食材，避免用手直
接接触口眼鼻。处理完毕后，要规范
洗手。此外，烹调食用冷冻冰鲜食品
时应烧熟煮透。储存食物时，要注意
将生熟食物分层、分隔存放。
“冷链消毒是很专业的事情，包

括消毒剂的选择、使用都有特别要
求，普通市民也许并不完全掌握。”朱

仁义说，但也无需过分紧张，只要做好个人防护，
勤洗手、戴口罩，依旧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免洗手消毒剂

不要频繁使用

疫情，让消毒这门技术活成为了市民关心的
话题，如何实现居家的科学有效消毒？朱仁义说，
一般情况下家庭不需要频繁消毒，只要保持清
洁，注意通风，而在怀疑受到感染的情况下是需
要进行消毒的。且要根据适用范围选择不同的消
毒用品和方法。
对于日常的空气消毒，朱仁义建议首选通风

换气，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安全可靠，一般保证每
天 $1(次，每次 (-分钟以上。他同时指出，紫外线
灯、雾化、加湿器消毒并不适合家庭的空气消毒，
使用不当反而可能有害。

对于手部消毒，除了勤洗手，酒精、消毒湿
巾、碘伏、次氯酸水等都可使用，朱仁义特别提出
一个平时手部消毒的误区，就是平时频繁地用免
洗手消毒剂消毒手，正确的是一般情况下或手受
到污染时最好用洗手液流动水洗手，在不具备洗
手条件时，才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消毒。
“平时的鞋子、衣物等在没有确定接触病毒

的情况下不需要特别消毒。”朱仁义说，家庭可
以配备必要的消毒产品，如便携装免洗手消毒
剂、酒精棉球、消毒湿巾、碘伏等，消毒产品要选
择正规品牌，在门把手等高频接触部位应有适
度的预防性消毒措施，而在使用消毒产品时一
定要遵循说明书，注意安全。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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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深夜 0-时，当最后一位顾客离开，张正权穿
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口罩和手套，再背上消毒
喷雾器，出现在世纪联华仙霞店里。从购物篮、手
推车、寄存柜，到自动扶梯、地面，所有顾客和工
作人员容易接触到的地方，以及墙角、垃圾桶、通
风口等病毒容易存活的部位，全区域都要消毒，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为了让市民安全购物，世纪联华在每天闭店
后，都要进行一次全面消杀。从晚上 0-时到 0$

时，张正权会和同事一起，对上下两层，共 &---

平方米的超市进行消毒清洁。!--余辆手推车、
$--余个购物篮、两组寄存柜，还有几处自动扶
梯，都要用消毒水仔细喷过。几处地面微湿，则是
洗地机刚刚开过，里面也加入了消毒水，一边清
洗一边消毒。

高浓度的次氯酸钠 0比 0--稀释，倒进喷雾
器中，%%岁的张正权提起一口气，背上 $- 斤的
喷雾器，右手拿着喷雾枪，左手按压，对着分隔
作业区和购物区的门帘从上到下仔细喷洒消毒
水。墙面和地面之间的缝隙，拐角处的角落，一
个都不放过。“越是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越容易
藏着病毒，所以不管是小缝隙还是小角落，都要

消毒到位。”
从疫情暴发之初到现在，张正权从原来的保

洁岗转成了专职的“消毒员”，开店前、闭店后，还
有营业期间，每天要进行 !次的消毒作业。因为
长时间背着消毒喷雾器，消杀结束后，腰酸背痛
是常有的事。“我们的消毒记录存根已经有这么
厚了。”值班经理顾伟双手捧着三四十厘米高的
存根，他抽出一张给记者看：“,点、0$点、0&点、
$0点，一天里的四个时间消毒扶手电梯，每个时
间节点都有工作人员的签名。”

除了专职消毒员，店里的 0,-余名员工也都
有自己的分包区。“结束营业后，用消毒水喷湿抹
布，收银员擦拭收银台，理货员清洁货架，生鲜区
的工作人员则要擦拭冷柜。收货时除了核对三证，
也要对进口冷链产品的包装表面喷洒消毒水。”顾
伟告诉记者，各个区域的消毒工作全部责任到
人，一天下来，超市至少要用掉 $%斤的消毒水。

深夜的世纪联华，早已没有白日的喧嚣，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有些刺鼻，却让
人安心。次日清晨 &时，新一天的消杀又开始了，
迎接 )时的第一批顾客。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平方米不能留死角

“病毒杀手”你们辛苦了

! ! ! !下午四时，在虹桥火车站内负责轨交
0-号线站厅区域的保洁员魏兴媛开始一
天内的第三次集中消杀。在上下扶梯处，
她快速地用喷过消毒水的毛巾擦拭每一根
金属栏杆，动作快速，手脚麻利。“我要尽
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毒工作做完，尽量
不让乘客感到不便。”在乘客出现短暂空
白期时，她顺着自动扶梯的黑色输送带从
上往下用毛巾细细擦拭。这样的清洁消毒，
在魏兴媛 0$个小时的班头里要进行三次，
每四小时一次，从无障碍电梯的所有按钮
到区域内的每一块指示牌，凡是乘客能接
触到的地方，皆巨细无疑。

如果说魏兴媛的工作类型是“擦拭
型”，那么另一位保洁员韦仕树就是“喷洒
型”，地面的消毒主要由他来负责，戴好口
罩和手套、背着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整个虹
桥站厅和乘客候车层的地面消毒是他的
“主战场”。据虹桥火车站站区车站副站长
高煜介绍，同一时间段内，这样的消杀人员
共有 )个人，(条地铁线路的站厅 (人、站
台 (人、服务中心 0人、厕所 0人。

在乘客看不到的地方，消毒工作仍在
继续，列车结束运营后，将进入 $&个地铁
基地。在上海轨道交通梅陇基地内，保洁员
窦海仁将消杀轨交 0号线车厢。每天晚上
+时至凌晨 (时，他将和 )名同事一起完
成 $&辆列车，共 $-)节车厢的清洁任务，
平均每个人 $!节，在这 &个小时里没有任
何休息时间。
“先清洁再消毒，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不能放过。”手持空调刷的窦海仁开始清
洗空调出风口、玻璃、座椅、扶手和显示屏。
擦拭结束后即开始消毒，为避免消毒水沾
染衣物，窦海仁穿上了雨衣。一个喷雾器的
“桶”有 !-斤重，一个晚上，窦海仁就要用
掉 0&-斤消毒水。“喷雾器都是手压式操
作，一晚上下来手都抬不起来。新手一上来
是肯定吃不消的，第一天是肩膀、背部和腰
部酸胀，第二天脚底板特别疼，下地都难。”
在所有的消杀工作完成后，窦海仁在

每节车厢内的标签上修改了日期：“今日已
消毒，$-$-年 00月 $!日”。

本报记者 任天宝

! ! ! !在浦东机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旅客
和员工健康的守护者，他们在幕后用自己的辛
勤汗水和辛苦工作，竭尽全力打造一个安全放
心的候机环境。他们就是浦东机场航站区管理
部消毒团队。
机场里 $%---多辆手推车作为到达航站

楼旅客最常使用的运载工具，自然是防控重
点。手推车放置的地点不同，消杀方案也各不
相同：如果是在固定摆放点，每 (小时 0次消
毒，缓存点每 $小时 0次，流动车辆即用即
消；特别是在国际禁区长廊和 0&区转运大巴
区域等高风险地段，管理员不仅要穿防护服
“全副武装”，而且回收一辆手推车就消杀一
辆，然后集中到暂存点二次消杀，静置半小时
以上才能再次供旅客使用。

戴口罩、背腰包、拿毛巾、配比消毒水，这
是手推车员工孙四清工作标配的装备，每天
一上岗，他两腿就像加了小马达，在航站楼内
快速地穿梭着。手推车数量大，要求速度快，
讲究效率。每辆车从开始喷洒消毒水，到用抹
布抹净，动作慢的要半分钟，他动作娴熟，0%
秒搞定一辆，不停地重复这样一个动作，一次
下来他要清洁消毒约 $--辆手推车，一天下
来他消毒车辆超过 0$--辆，光走路就要超过
(万步。
虽然消毒时大家都佩戴手套，但消毒剂

还是会沾到手上，一些员工的双手渐渐地蜕
皮，毛糙不堪，一天下来，手腕和肩膀酸疼不
已，累得都抬不起来。据统计，每天从清晨 &时
至次日凌晨 (时，这些员工一丝不苟地清洁消
毒手推车，平均每天消毒超过 0-万车次。

清晨 &时，浦东机场 $号航站楼保洁员
刘宝兴便早早来到清洗房，做好消毒准备工
作。这一天，他将坚持 0$小时，背着近 (-斤
重的药水机，对着一些设施设备进行喷雾消
毒。航站楼内每天像刘宝兴这样的保洁员有
)(-名，几乎承担了航站楼内大部分区域的
消毒工作。他们每天要对 (,(套洗手间、(($
间母婴室及无障碍卫生间、近 %万个座椅进
行不间断全覆盖的消毒；每隔 $小时对人工
值机柜台区、自助值机柜台区、现场问询柜台
区、栏杆等区域和设施进行消毒；每个到达航
班结束后，对登机桥、行李提取区域进行实时
消毒；每日 $(时 (-分至次日 %时对公众区
及洗手间进行深度保洁消毒。

据浦东机场航站区管理部物业管理科保
洁项目主管王青介绍，最辛苦的是遇到国际入
境航班或从中高风险区飞来的国内航班，旅客
和行李经过的区域必须进行消杀，这时保洁员
们要穿上全套防护装备，还要干体力活，一次
作业下来，护目镜被热气模糊、防护服内一身
汗，是常有的事情。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人$天消耗 $!%斤消毒水

地铁

戴着手套还是双手蜕皮

! ! ! !!“擦拭型”消毒，从无障碍电梯的所有按钮到区域内的每一块
指示牌，巨细无疑；“喷洒型”消毒的重点则是地面

! 地铁基地内的消杀员，每晚连续工作 &小时无休息，要背
负 !-斤重的消毒喷雾器来回 $!节车厢

! ! ! !疫情发生之后!"消杀#二字备受重视$无论

是机场车站%学校医院!还是超市卖场%快递网

点!公共区域的安全都离不开消杀人员$但我们

却很少见到他们的真容$

那是因为!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和手套!把

他们从头到脚包裹了起来!避免消毒液的腐蚀$

但即便如此! 很多人的双手还是会沾到消毒剂

而渐渐蜕皮!双目被熏得眼泪直流!更不要说背

着几十斤的喷雾消毒器日行数万步! 累到最后

提不起手迈不开腿$

那是因为!他们总与我们错峰而行!擦肩而

过$ 深夜和凌晨!机场车站少了白日的喧嚣!商

店超市的大门已经关上!会展中心清空了人员!

万家灯火熄灭之后!却是&消杀人#进行深度消

毒的时候$ 数十甚至数百公斤的消毒水喷洒得

无处不在! 但待到天光大亮! 他们早已悄悄离

开!只留下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这一整年!大概没有什么味道!会比消毒水

更让人安心$鼻端传来的一点点味道!让我们清

楚地知道!在那些不起眼的%不曾注意过的角落

里!有人在守护我们的安全和健康$ 一天 $!个

小时!我们走过%呆过%摸过的公共区域!都有人

提前一步清洁消毒$触手之处!是安心!是安全!

更是一份认真守护$ 张钰芸

! 虹桥火车站地铁站内!清洁工正在喷洒消毒水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圆通快

递 三 林 网

点# 消杀员

胡业军正在

消毒快递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昨 晚 十

时#仙霞路上

一家超市结

束了营业#工

作人员正对

购物车进行

消毒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走近消杀员

! ! ! !继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标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验证新冠病
毒“物传人”的可能性后，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又通报了本市两
例确诊病例的溯源情况，$例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同时暴露于境外
输入的航空集装器。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
输入的可能；而低温天气下的“非冷链”也趋于“冷链”效果。在特定环境条件
下，物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接触者发生感染。那么，市
民该如何保护自己？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包裹快递能不能拿回家？疾控专
家进行了解答。

快递
! ! ! !! 每天分四个批次消毒站点内所有快递，无论是入场还是
出场的包裹都不例外

! 一个消杀员每天平均消毒快递一万余件，高峰时会
达到三万多件

机场
! ! ! !! 手推车是防控重点，每天消毒超过 0-万车次，如果是
在固定摆放点，每 (小时 0次消毒，缓存点每 $小时 0次，流动
车辆即用即消

! 每天 $!小时，都有消杀员在工作

! 浦东机场航站区管理部保洁员张英

对行李提取区域进行实时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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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