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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3 月 30 日电（记者俞菀）记者从
30 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是当前疫情防控的突出隐患，
浙江对所有无症状感染者严格按照确诊病例的管
控要求执行。

截至 3 月 29 日 24 时，浙江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 37 例，累计出院病例 9 例，现有重症
病例 1 例。3 月 26 日，浙江省报告 1 例境外输入

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全面防范输入病例及无症
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成为当前主要防控任务。

浙江省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说，浙江将持续完善境外疫情输入精准防控、闭
环管控，全面加强境外人员入境和防疫管理。新
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是当前疫情防控的突出隐
患。浙江对所有无症状感染者严格按照确诊病
例的管控要求执行。一经发现，立即收入定点医

院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须经两次
连续标本核酸检测阴性，且采样间隔时间大于
24 小时。在定点医院解除隔离后，参照确诊病
例康复期管理要求，转至集中隔离点继续观察
14 天。

为最大限度防范风险，浙江省对所有入境
来浙人员在开始和解除集中隔离时均开展实验
室检测，全面排查无症状感染者。一经发现，随

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锁定可能的密切接触者
并落实隔离措施，确保第一时间切断传染途径。

与此同时，为便于确需回国的侨胞和留学
生出行，浙江开通从意大利米兰至温州临时航
班，优先考虑老、弱、孕等人员返浙返乡。浙江海
外侨胞抗疫关爱基金已经设立，先期将重点救
助浙籍人员较为集中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德国等 10 个国家侨胞和留学生群体。

浙江对无症状感染者按确诊病例管控

近日，吉林省支
援湖北医疗队陆续
返 程 。听 着 乡 音 入
睡，很多人好久没有
这么放松。“当了两
个月的白衣战士，我
现 在 最 想 做 回 妈
妈。”吉林省第一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闫冰迪说。

闫冰迪是吉林
大学第二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医生。作为吉林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的医
疗队员，从大年初二
离家至今已两个多
月。她所在的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院中法新城院区是
最早一批收治新冠
肺炎危重病患的医
院，每天都处于工作
的高压当中。为了增
强抵抗力，她强迫自
己 多 吃 东 西 ，多 休
息 ，但 还 是 无 法
放松。

那段时间，为了
晚上能睡好，闫冰迪
和同事们相约在宾馆
里做有氧运动。但面
对每日高强度的工
作，加之武汉气温回
升，每天从疗区出来，
汗 出 得 就 像 水 洗
一般。

作为吉林省第
二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组长的王珂，除了
要担心病患的安危，
还要惦记着每一位
战友的健康。“我必
须把他们安安全全
地 送 回 家 人 的 身
边。”

由于前期病患
太多，医护人员严重
不足，她只能延长每
班的工作时间，让其
他人有更多的休息
时间。“有时还要强
迫其他队员下班休

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投入战斗。”王
珂说。

责任越大，压力也越大。吉林省第一批支
援湖北护理团队组长朱媛建立了微信群，每
天都要掌握队友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旦
有人出现身体不适 、头晕呕吐 ，就要抓 紧
换班。

“当时为了强迫自己休息，常常要吃安眠药
才能入睡。”朱媛说。

在朱媛手机里存满了与出院患者的合影和
视频，以及他们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知道你们
来自吉林，看到你们就看到了希望！”朱媛说，这
些感人的话语是支撑她们一路走来最大的
动力。

当问到回家之后最想做什么时，队友们异
口同声，“要多陪家人。”朱媛的孩子笑笑才 2
岁，还不懂得妈妈去哪了。怕孩子想她哭闹，她
一个多月都不敢跟孩子通话。“一次笑笑听见我
的声音，抢过电话就问妈妈在哪，我当时就忍不
住哭了。”朱媛说。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闫冰迪第一次离开
他们这么久。“虽然没有给他们带什么礼物，但
能陪在他们身边就够了。”她说。

“我会把这次的经历讲给孩子，希望这段分
别能让她成长起来。”王珂说。

（记者李双溪）
新华社长春 3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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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0 日，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抵达浙江省人民医院。
当日，浙江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共 31 名队员完成支援武汉任务返回杭州。

新华社发（崔力摄）
浙江救援队返回杭州

新华社北京 3
月 2 9 日电 (记者涂
铭、阳娜、林苗苗) 3
月 2 6 日，在北京谊
安医疗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位于河北燕
郊的厂房一层库房
里，已经“全副武装”
打包好的几十台呼
吸机正等待运输，它
们即将被送往国外
参加抗击新冠肺炎
的“战斗”。“从组装、
调试到检测，再打包
送到库房交付运输，
我们真是一刻也不
敢耽搁。”谊安医疗
董事长助理李凯说。

呼吸机是治疗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的重要医疗设备。随
着海外疫情的发展，
呼吸机需求量急剧
攀升，我国企业接到
的海外订单远超日
常产能。为此，监管
部门、企业和海内外
供应商等多方合力，
为国产呼吸机早日
抵达海外抗疫一线
“提速”。

3 月 16 日发往
俄罗斯 20 台、蒙古国
30 台，3 月 17 日发
往意大利 50 台，3 月
24 日发往塞尔维亚
145 台……在前期完成国内市场 2000 余台生产
任务后，国内呼吸机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谊
安医疗已有数百台呼吸机抵达海外，还有几千台
的海外订单正在紧急排产中。

中国制造全力驰援海外的背后，是无数一线
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在谊安医疗位于河北燕
郊的厂区里，500 多名职工已悉数到岗。组装、调
试、质检、打包……工人三班倒，生产车间 24 小时
亮着灯，争分夺秒生产“救命机”。

George 是谊安医疗的一名塞尔维亚籍员工，
主要负责开拓国际市场。这次疫情暴发后，
George 非常积极地对接向塞尔维亚提供援助。3
月 24 日，谊安医疗第一批 145 台呼吸机启程飞往
塞尔维亚，在当天晚上装货完成后，他和同事们送
上了自己的祝福：“塞尔维亚，加油！”

李凯告诉记者：“我们的绝大部分零部件来自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但也有一些零部件
产自国外，比如电磁阀就由一家意大利厂商供应，
他们也在加班加点。但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后续
面临国际物流减少、工厂会否因疫情停产等不确
定因素。”

目前，我国呼吸机的涡轮、传感器等关键零
部件仍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海外疫情暴发后，
物流、供应链受到了较大影响。为提高呼吸机产
业链抗风险能力，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
指导下，谊安医疗针对现有短板寻找国产化替
代厂家，争取早日解决关键零部件“卡脖子”
问题。

经过多轮比选，谊安医疗在国内找到了一家
能够替代进口涡轮的厂家，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
医用呼吸机高性能涡轮生产商，这家企业第一时
间调集国内外工程师，紧急开展涡轮的各项测试
和设计优化，力争早日实现进口驱动器的整体
替代。

在生产商和研发企业与时间赛跑的同时，相
关部门也“倾力相助”。李凯说，针对企业生产面临
的困难，北京海关帮助企业关键零部件涡轮和传
感器绿色通关，加速核心元器件进口备货；各地工
信部门推动呼吸机上游配套供应商复工复产，共
协调近 50 家配套企业复产并正常供货；谊安医疗
还被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获得银行
信贷支持。

据悉，从 3 月 19 日起，针对北京生产企业拟
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将
出具企业出口销售证明的时间，由 7 日压缩为 1
日办结，企业凭出口销售证明办理国内出口清关
和进口国注册。这一举措，为国产医疗器械产品早
日抵达海外抗疫一线提供“加速度”。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表示，为帮助企业
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在流程不减少、标
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压缩审批时限，2 小时内为谊
安办理了增加生产产品的许可审批，帮助企业第
一时间取得 2 个三类医疗器械注册产品的生产
资质。

春节到现在，李凯一直在公司园区忙碌着，
“我们从春节前夕起一天也没有休息，一直在满负
荷运转，现在甚至可以说是超负荷运转。”李凯说，
“都说‘同呼吸，共命运’，疫情当下，我们一定全力
以赴提高产能，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记者夏子麟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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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王作葵、喻珮、乐文婉）
“CT 检查显示，他的双肺全部变白，支气管里都
是病毒和病毒包含体，这样的病人能活过来很不
容易。”河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师组副组
长刘艳辉这样回忆 2 月 4 日的情景。

2 月 2 日，河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135 名医护人员来到武汉，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危重症病区。

2 月 4 日 13 时许，呼啸的急救车把 47 岁的
患者杨先生送到这里。当时，他高烧 39 度，全身略
紫绀，大口大口喘着气，呼吸开始衰竭。

“双腔鼻导管吸氧！”刘艳辉和同事们立即投
入抢救。5 分钟过去了，患者的症状仍无缓解，指
尖血氧饱和度不升反降。

“马上换吸氧面罩，准备无创呼吸机！”刘艳辉

再次做出决定。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要马上进行
气管插管、实施有创机械通气。万幸的是，无创
通气后，患者氧和得到了改善，胸闷症状也有所
好转。

经过积极的抗病毒治疗，杨先生的精神状
态一天天好起来，复查 CT 也显示双肺情况明
显好转。然而，入院 2 周后，他的病情出现反复，
胸疼、胸闷。

刘艳辉紧急对患者进行查体并安排了急诊
CT 检查。“左侧气胸，左肺压缩 40%。这属于急
症，如果不及时处理，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立即为他做了床旁胸腔闭式引流术，随着
气体的引出，患者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就在气胸快恢复的时候，医护人员们发现，
杨先生又开始“不对劲”了。

“整个病区就他呼叫铃按得最多，一天能按
五六十回，平均半个小时就按一次。”刘艳辉说。

杨先生总感觉鼻子后面有东西流动、要吐
痰，最严重时，每 15 分钟就吐一次，但 CT 检查
并没有发现器质性的因素。

“他的新冠肺炎已经治愈了，从医学理论上
来讲不太可能会出现痰多等症状。”国家援鄂心
理医疗队湖南精神医学中心团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张燕说，“这实际上是由于害怕新冠肺炎复发
而引起的焦虑情绪，进而带动患者的身体出现
一系列相应症状。对这样的患者如果不及时进
行心理干预，可能会出现各种后果。”

“杨先生入院时高烧 39 度，喘得连从床上
坐起来拿杯水都做不到，后来又得了气胸，可以
说是经历了两回生死劫。”刘艳辉说。

“我们对杨先生进行‘话聊’，通过聊天分散
他的注意力，结果他惊奇地发现，一个多小时过
去，自己既不需要吐痰，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张燕说，“我们还和他一起分析 CT 检查结果，
让他看到自己身体康复的进展。”

张燕介绍，心理医师还通过微信等对患者
进行线上支持，教他们进行肌肉放松和呼吸训
练，更好地去面对自己的疾病。

“3 月 18 日，杨先生已经治愈出院了，目前
在隔离点隔离观察。我刚跟他联系过，他说好多
了，没有发烧和胸闷。”刘艳辉说。

据刘艳辉介绍，河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一共收治了 70 名危重症患者，其中 57 人
康复出院。“特别是 2 月 9 日以后，没有发生一
起病人死亡的情况。”

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三次抢救

▲ 3 月 30 日，在湖南岳阳荣家湾收费站出
口，湖南省血液中心医务人员与武汉血液中心医
务人员交接血液。

当日，爱心血液从湖南省血液中心出发，被运
送至湘鄂交界处的湖南岳阳荣家湾收费站出口，
与武汉血液中心完成交接。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湖南省支援湖北省临床用血 29 批次。

新华社发（陈思汗摄）

湖南爱心血液驰援湖北

新华社武汉 3 月 30 日电（记者王作葵、李
伟）4 月 8 日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
施，预计将会有大量的非新冠肺炎患者医疗需
求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医疗服务将面临较大的
压力，武汉正提前准备全力应对。

30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武汉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李涛介绍说，到 4 月 8 日，武汉计划在
66 家医院投入超过 4 万名医护人员、6 万张床
位供给。全市其他没有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务
的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4 月 8 日将全部恢
复非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功能。

“为加强药品保障，武汉市 3589 家医保定
点药店将实现正常营业，特别是 111 家门诊重
症、慢性疾病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将全面提供药
品保障，确保药品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武汉市

有较丰富的社会医疗资源，我们正在积极服务、
指导这些社会办医机构尽快复工复业，为群众
提供多渠道就医选择。”李涛说。

李涛建议市民在看病时做好个人防护，尽
量网上挂号、预约就诊，避免扎堆就医，防止交
叉感染，非必须情况下减少陪同人员。在当前疫
情防控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市民要理解
和支持医院按院感防护要求执行就诊流程。在
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就医时间，就近、
对症选择医院就诊。

新华社武汉 3 月 30 日电（记者黎昌政、梁
建强）30 日上午 10 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最后一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携带
生命支持装置 ECMO 转院到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

至此，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17 个新冠肺炎病

区患者清零，正式关闭，为下一步恢复非新冠肺
炎患者日常就诊做准备。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是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
患者定点收治医院，30日共有 132名患者在医护
人员分批陪护下，统一转到中法新城院区继续治
疗。中法新城院区 8 支国家医疗队，将继续发挥
顶尖级专家组的医疗实力，努力救治每位患者。

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2 月 9 日开始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以来，累计收治患者 1462 人，高峰时
同时收治 840 人。病区关闭后，奋战了近两个月
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6 个省市
的多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将休整撤回。

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30 日通报，截至
29 日 24 时，全省目前仍在院治疗新冠肺炎患
者 1733 例，其中重症 427 例、危重症 174 例，均
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武汉：将全力应对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高峰
已关闭一家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定点医院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伟、黎昌政）“看到
近期有支援队伍撤离，为他们高兴，虽然大家没
有一起共事，大家到了武汉就都是战友。”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驰援武汉医疗总队的吴林
珠，已在武汉坚守近 50 天。

作为一名重症监护护士，从 2 月 9 号开始，
吴林珠进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西院重
症监护室，此前，她从接到报名出发到培训，只
有两天时间。

回忆起第一次进入病区情景，吴林珠告诉
记者，作为定点救治危重症患者的医院，这里特
别需要医护人员。开区几个小时，病房已经有

17 名病人，其中 5 名病危患者，3 名患者正用
着无创呼吸机，2 名病人高流量吸氧，6 名病人
持续心电监护，不少病人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基础疾病。

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没有时间仔细熟悉
工作流程，环境也来不及整理，就开始不停地接
收病人，争分夺秒地开展护理。吴林珠工作的第 5
个小时，就新收了 20个病人，一刻都停不下来。

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吴林珠开玩
笑“多亏自己身体底子好。”当然，吴林珠最感谢
的还是自己所在的团队。作为一名 10 人护理小
组的组长，吴林珠说，大到团队小到小组，大家

都做了不少功课，没人抱怨没人退缩。
“最高兴的是在这里遇到了自己实习时的

指导教师，得到了她的夸奖。”吴林珠是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毕业生，2013 年硕
士毕业后去广州工作。在武汉待过 8 年的她，两
次积极主动申请报名参战，最终如愿支援武汉。

“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责无旁贷。”吴林珠
坚定地说。

吴林珠说，武汉培养了自己，一定会不麻痹
不厌战，坚持作战到底。吴林珠也有一个心愿：
等到战胜疫情后，一定带上家人孩子再回武汉
看看，到母校转转，讲讲自己战“疫”的故事。

吴林珠：在第二故乡武汉，坚持站好每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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