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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接力闭环完成血液采样
从美国赶回为患白血病父亲配型却遇隔离期

本报讯（记者 杨洁）身处苏州的父亲老

陈白血病急需配型，从美国匆忙赶回的儿子

陈晨（化名）在上海入境，却因“14+7”隔离期

心急如焚。一通热线电话，牵出一场跨越

沪苏两地的“生命接力”——经多方协调，

陈晨在隔离期内闭环完成血液采样，并与

父亲配对成功，为疾病救治节省了宝贵的10

天时间。

昨天，记者电话联系了老陈父子、家人

曹女士以及嘉定区城运中心等工作人员，还

原温暖一幕。

目前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

诊的老陈，身患急性白血病。2021年底病情

突然恶化，骨髓移植成为他唯一的希望。“我

今年66岁，年纪大了，周围亲戚都配不上，在

中华骨髓库也配对两轮了，都没有成功。”对

于老陈而言，儿子是他唯一的希望。

3月1日，陈晨在上海嘉定开始了“14+

7”隔离。而老陈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这让

陈晨寝食难安。3月7日，同样焦虑不已的

家属曹女士拨打了上海市12345市民服务热

线。“骨髓配型仍需要7-10天，如果等陈晨

结束‘14+7’隔离后再配对，肯定会影响后续

治疗。我就打电话问，能不能帮帮我们？”回

想起当时的紧急情况，曹女士仍不由哽咽。

嘉定区城运中心热线科工作人员金旭

告诉记者，当天接到市热线办转派的热线工

单后，他们马上联系了隔离点负责人、嘉定

区防控办和卫健委。由于上海疫情与隔离

政策限制，他们无法擅自同意隔离人员返

苏，或者由苏州医疗团队来沪采样，但大家

都为这对父子揪心不已，将相关情况形成专

报连夜上报。

幸好，经过上海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和

苏沪两地多方协调，护送“生命希望”的“绿

色通道”开启了。

3月10日中午，救护车把陈晨转运至嘉

定区中心医院，在隔离病房完成采样。“当

天，苏州医疗团队也已抵达嘉定，我们将血

样转交给他们，由他们运送回苏州进行配

对。”嘉定区卫健委医政管理科董铭说，全程

闭环转运，符合相关要求。

“虽然只有几毫升的血，但这是我们唯

一的希望。”回忆起那天的情形，陈晨连连

道谢。作为一名药剂师，他理解疫情防控

的要求，也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上海的城

市温度。

3月18日，配型结果出炉——结果为半

相合，成功率90%以上，生存率60%左右。

身处苏州的老陈先生，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

终于落地：“节省的这10天左右时间太宝贵

了。非常感谢上海相关部门，在疫情防控的

情况下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

3月22日，陈晨顺利抵达苏州，将继续

配合当地的防疫要求。他与父亲，择日就可

以进行手术治疗。

关了！ 又复活了！
坚守中的发热门诊：怕你来，更怕你不来……

昨夜的上海，网络传言漫

天飞，伴随着一场网上网下的

抢菜。

一条“国务院督查组到达

后，上海拟封城7天”的传言，

让这段时间神经紧绷的人们

更加不安。焦虑的情绪，在腿

和马甲袋的移动中蔓延，在各

圈层的消息转发中积累。

但随后，经上海网络辟谣

平台向权威部门求证，封城传

言不实。为从严从实抓好疫

情防控和处置工作，近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向全国10个

省份派出了督查组，开展督查

工作。上海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传言引发的抢菜，虽

然可以理解，但实在是大可不必。谁都想随

时吃到想吃的菜，这样的要求在平常日子里

合情合理。但昨夜的抢菜却充满恐慌，从新

民晚报记者采回的照片里可以看到，有些菜

场、超市抢菜排队根本没有“一米线”，而是

人贴人，这是疫情防控期的理性吗？

再进一步说，上海自实施切块式网格化

筛查以来，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即便有时网

上买菜吃紧，被封的小区因为有志愿者、物

资供应企业、街道居委的联动，被“准组织起

来的供应”事实上保障了大家的基本生活。

面对这样一个几千万人的超大城市，

面对疫情的突然反扑，再有能力再有准备

的城市恐怕也会碰到困难。但困难是暂时

的。在今天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嘉定区副区长李峰就介绍了相关经

验，近期嘉定区开展了多轮次核酸筛查，发

现了一定数量的感染者，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于是，嘉定区安排区属企业准备两种组

合蔬菜组合包，三天订单量已超1.3万份。

这些天，不少的物资供应企业补给抗

疫一线，像上海垦荒人等企业不少的配送

员为了送货不回小区住在外面甚至车里，

小垦志愿者的双手都磨出泡脱了皮……不

少快递小哥也为配送“有家难回”。正是这

些人的负重，才有我们当下的生活，也是我

们安全感的社会源泉。

在信息如飞的当下，负面的信息容易

被放大。缺菜的网站很快就备好了货，缺

物资的社区早就有人顶上来供应，但有些

人的思维和担忧，还停留在朋友圈曾经看

到的一声怨叹中。

当下，包括蔬菜等食品，一方面需要相关

部门及社区基层调配继续保障物资供应；另

一方面，市民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放大

自己的焦虑，更不要把焦虑情绪随意散播。

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宽容，这种日常生

活中所需要的心态，在抗疫特殊时期的当

下，更需要。

对照着墙上贴着的防护服穿脱指南，一

步步仔细穿好、戴好、整理好，王喆照了照镜

子，又确认了一遍顺序，然后深吸一口气，大

步迈入“战场”。这些内容早就烂熟于心，但

她丝毫不敢放松。又轮到她值班了，坐标是

同济医院发热门诊。

最近，上海本土疫情防控压力巨大，各

医疗机构不断补充核酸采样力量，保障扩大

筛查任务。与此同时，医疗机构作为直面病

人的第一火线，也不断接受着奥密克戎的

“挑战”，发热门诊更是首当其冲。发现异

常、暂时关闭、终末消杀、重新开张……这样

的“剧情”轮番上演。昨晚，记者采访本市发

热门诊医生，听他们讲述“打怪”的故事。

马上会“复活”的
“疫情平稳的时候，发热门诊一天大概有

一百来个病人，基本上以呼吸道、消化道疾病

为主。进入3月以来，这个数字大概翻了2至

3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张博

佳说。在发热门诊入口处，就要查“二码”，做

流调。发热门诊的就诊者不仅仅是发热患

者，一些自己认为有风险或接触史的人，也许

没有什么症状，也要走这个通道来测核酸。

3月20日到22日，十院连发多个公告，

暂停发热门诊、恢复发热门诊、再暂停、再恢

复……业内心照不宣，经历了这一波疫情，

各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或多或少都能遇上几

个感染者，而大家已熟悉了流程，处置起来

也十分顺畅了。

“顽强存在”“关了吗？马上会复活的。”

这是网友给发热门诊的评价。带着些许无

奈，但又十分理解。女青年小琳（化名）就是

在发热门诊查出阳性的。那天，她到十院发

热门诊看病，此前有点感冒，到了第4天还

没好，体温上来了，喉咙也开始痛了。她有

些担心，就一个人来看病。张博佳给她开具

了常规的核酸检测，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阳性。小琳很配合，但有点紧张，小声

问，“我是不是要隔离在这里了？”得到肯定

的回答后，她便跟随护士进入留观室隔离，

应急预案也立即启动。经过层层上报后，小

琳很快被负压车转运走。

在接诊了阳性感染者之后，发热诊室就

要按下暂停键。张博佳迅速更换被污染的

防护服，清空诊室，不再接诊新的患者。等

终末消杀后，环境检测没有问题，医生的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医院才又重新运行发热门

诊。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病人会被感染，所

以时刻绷紧防疫这根弦。”张博佳说，她并不

害怕，因为确认防护都做好了。“有时候心情

也有点矛盾，怕你来，更怕你不来。每‘抓’

到一个感染者，就意味着后面短时间内无法

接诊其他病人了；但发热门诊的使命，就是

要尽早发现并隔离感染者，当好‘监测哨’，

及早阻断病毒的传播。”

有些病不能“拖一拖”
“为了更好地应对新冠这个传染病，以

及减少非战斗性人员损失，医院决定对发热

门诊全人群实行闭环管理。所以，我们的团

队都住在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

任、消化科主任张婷告诉记者。感染科王星

医生就是其中的一员，10天来，她把3岁的

孩子交给老人照看，自己则把医院当成家。

冬春交替，孩子们上呼吸道感染、病毒

性肠胃炎等疾病高发，还有零星的流感病例

夹杂，让疫情下的发热门诊格外忙碌。王星

回忆道，3月13日—15日是最忙的一个阶

段，也就是网格化筛查之前，发热门诊工作

量很大。一个白血病化疗期合并肠道感染、

脓毒血症的小朋友被送到发热门诊，已经有

了休克表现。考虑到小朋友病情危重，秉承

着“生命至上”的原则，医护人员马上开通绿

色通道，所幸救治及时，孩子的命捡回来了。

王星说，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陆续检出

新冠病毒感染者，所以一些家长们担心交叉

感染，即便孩子生病，也想着拖一拖、等一

等。“一些不太重的病，可以在家观察，包括

孩子的体温、精神、胃口、睡眠等；如果孩子

高烧不退、精神不好，出现了剧烈腹痛、气喘

不过来、抽筋等症状，还是要马上送医院的，

避免耽误治疗。”

近来，儿童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的患儿数

量还是较多。王星表示，考虑到本轮疫情还

在持续，一旦检出阳性患儿后，由于奥密克

戎传染性极强，陪护家长也很难幸免，所以

陪同家长尽量一个人来。她还建议，最近孩

子都在家学习，要科学锻炼，合理饮食，平时

勤洗手，家里常开窗通风。尤其是孩子们很

容易把口罩弄湿弄脏，要及时更换。一些不

适合戴口罩的小婴儿，家长也可以选购带面

屏的渔夫帽等产品。

“我没事”与“留个心”
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时开时关，还在正

常运行的兄弟医院就要自觉进入“互助模

式”，接诊了很多大老远跑来的病人。上海

市同济医院地处普陀、宝山、静安三区交界

处，疫情防控压力可想而知。那天，正是王

喆在发热门诊值班，刚刚接诊了10来个病

人，大多数都是呼吸道、消化道疾病。王喆

说，这是当季的常见病，病人们也默认自己

只是普通感冒或者肠胃炎，但作为发热门诊

的医生，最重要的是火眼金睛，多留一个心，

不能放过一个可疑人员，因为新冠的症状就

跟普通感冒、肠胃炎差不多。

家住十院附近的小朱（化名），因十院发

热门诊暂时关闭而来到了同济医院就诊。

“他是腹泻，但是四肢酸痛乏力，我就开了核

酸检测和CT检查。11点左右，核酸报告出

来了，阳性。我们立即启动了流程，把病人

暂时隔离在单间。”王喆回忆道，在发现阳性

到被转运走的这段时间，医院会提供洗漱用

品、食品和必备生活品，保障小朱的基本生

活，而小朱也十分理解、配合。

“我第一次接触感染者还是有点紧张

的，现在不怕了。”王喆说，爸妈总是给她发

消息“敲警钟”，交代她一定要做好防护，听

从上级安排。她笑着答应，请爸妈放心。“现

在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洗手和穿脱防护服更

仔细了。我不仅要为自己、患者负责，也要

为同事负责。”

在门诊，她偶尔会遇到特别焦虑的病

人，反复问，“医生，我是不是得了新冠？”“我

在发热门诊会不会交叉感染？”王喆说，就诊市

民要消除恐惧和焦虑，听从医生的指导，规范

有序就诊。只要都正确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

离，注意手卫生，交叉感染的风险就很小。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本市多家医疗

机构因配合疫情协查工作，暂停部分医疗服

务。为方便市民就医，市卫生健康委整理了

近期主要医疗机构的停诊和当日复诊情况，

供市民参考，详见“健康上海12320”公众

号。相关医疗机构目前仍处于封控或筛查

中，市卫生健康委将根据疫情及时动态调

整，请市民也同时关注各医疗机构官方网站

和公众号。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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