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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随着新冠病毒感
染者人数增多，一些地方迎来重症
救治高峰，ICU 压力猛增，重症患
者救治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
重”。
　　统筹调配医疗资源，扩容医院
重症床位，医护人员 24 小时昼夜
不舍……连日来，医护人员争分夺
秒抢救生命，全力救治重症患者。新
华社记者在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
多家医院进行实地探访。

  扩充床位，全力救治每一

位重症患者

　　冬日的哈尔滨，寒风阵阵。在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急
诊到 ICU ，医护人员紧急奔走，一
片忙碌。连日来，这里的急危重症患
者已经达到 140 多人。
　　“面对患者急剧增加、医护人员
减员，我们迎难而上，千方百计调度
资源。不少医生带病上岗，只为全力
救治每一位重症患者。”医院院长于
凯江说，医院将重症医学科原有的
132 张床位紧急扩容到 143 张，多
方调度呼吸机，60 名具备丰富经验
的护士轮班周转。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
新阶段防控主战场逐步转移到医疗
救治上来。国家卫健委多次强调，要
求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
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以任何理
由推诿或拒绝新冠病毒感染者就
诊，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近一段时间，发热门诊的诊疗
需求增加比较快，供需矛盾比较突
出。国家卫健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收治病人是我们当前的第一
要务。”目前，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
院、人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医院等急诊数量超出往
常约一倍，医院尽最大可能增设床位、调配医护，持续开展
专业医护人员重症理论和实操培训，确保重症需求增加时
能够迅速“顶上”。
　　山西白求恩医院重症医学科病床从 30 张增加到 54 张；
北京朝阳医院组建综合救治病区，累计收治重症患者 500 余
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按照综合诊疗结果，将病
情平稳的患者尽快转出重症病床，加快重症床位周转。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一些正在经
历重症救治高峰的省份正进一步扩容和改造定点医院、亚
定点医院，增加二级医疗机构的重症资源，重点拓展三级医
院的重症医疗资源，尽全力满足更多危重患者需求。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杜斌等重症救治专家表示，作为
重症医学科的医务工作者，我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决不放弃。在救治过程中，对有重症风险的患者进行早期识
别、早期治疗至关重要。我们要把重症救治资源用在最需要
的人身上，更好地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分秒必争，只为早日度过危险期

　　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急诊，是当前医疗救治的另一“重
地”。
　　“马上救治，快！”一名哈尔滨市民在感染新冠病毒后，
出现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迅速发展成心源性休克，
危及生命。急危时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立即开
辟绿色通道，心内科主任于波团队第一时间进行快速诊疗，
为患者使用 ECMO 机器代替心肺功能，终于度过危险期。
　　“新冠叠加心肌炎，病情进展迅速，早一分钟抢救，就多
一分希望。”于波说，面对持续增多的患者，医护人员通宵奋
战，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患者化险为夷，病情早日平稳。
　　面对严峻挑战，医护人员昼夜不舍，坚守在重症救治
一线。
　　病床前的监护治疗仪器，不时发出“滴滴滴”的提示音。
记录患者信息、检查生命体征，调整呼吸机参数，为他们翻
身、排痰、调整补液速度……在山西白求恩医院重症医学
科，医护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医院强大的后盾，一定能
够度过艰难时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武文静说，医护
人员全员 24 小时待命，病区满负荷运转，守护好生命最后
一道防线。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重症救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集结重症、呼吸、感染、心内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会
诊专家组，每天对重症患者进行综合诊疗，防止向危重症
转化。

关口前移，最大程度化解高峰

　　为进一步做好患者诊治分流工作，当下各级医疗机构
都行动起来，为重症救治发挥好兜底保障作用。
　　“我们发起了总动员，尽可能将风险关口前移。”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延寿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孙万新说，当地组织各
乡镇干部、村干部、村医等，对高龄、有基础疾病等高风险人
群进行网格化管理，每天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行健康监
测，一旦有重症风险立即和医院联络，重症患者及时向三甲
医院转诊。
　　加开诊室，扩大候诊区域；在患者预检分诊的同时，按患
者疾病轻重程度进行分流管理，侧重重症患者救治……目前，
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发热诊室（门诊）占
比 45%，建设具有预检分诊功能的发热哨点占比 52%。
　　“以往，我们要求医生在 48 小时内回复，现在是 10 分
钟之内回复，问诊人数从原来一天 20 多个增长到 100 多
个。”黑龙江省医院互联网医院主任尤敏介绍，互联网医院
开通新冠门诊、发热门诊等服务，实现无接触就诊，有助于
削减线下就诊高峰。
　　为进一步应对季节性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患者就医
需求，北京等多地利用空置方舱医院或体育馆、展览馆等场
地，开设简易发热门诊，为市民提供诊疗、开药等服务，缓解
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的压力。
         （记者杨思琪、董瑞丰、侠克、马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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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熊琦、侯文坤、熊
翔鹤)“暖心热线”24 小时守候、进村入户
为高龄老人接种疫苗、“敲门行动”送来“健
康爱心包”……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湖北多地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在保障好群
众就医用药、抓好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健康
服务、强化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等方面多措
并举，筑牢基层疫情防控屏障，全力保障群
众生命健康。

“暖心热线”，架起居家康复“连心桥”

　　在武汉市武昌区居家康复咨询服务中
心，提示铃声不时响起。“我母亲好像感染
了，有点发烧，但她有高血压，我们该怎么
办？”一位女士焦急且疲惫的声音传来。
　　“您先别着急，您住在彭路社区对吗？
请记一下社区李医生的电话，用药问题可
以随时咨询他。”负责接线的解答专员代文
格一边回答，一边迅速打开表格，熟练地报
出一串电话号码……这是代文格和同事们
最近的工作常态。
　　为更好地满足居民居家康复治疗的需
求，武汉市武昌区从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起开通“居家康复咨询热线”，24 小时解答
居民问题，内容涉及就医、用药以及心理疏
导等。
　　热线现场负责人许谡介绍说，热线对
接了全区 139 个家庭医生团队、430 个药

店、36 家发热门诊（诊室）、29 个疫苗接种
点及 4 条武昌区免费心理咨询热线，根据
居民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病情轻重程度等，
为居民匹配相应的医药保障和健康服务资
源。截至目前，该热线已接听 2200 多位居
民的来电。
　　“电话那头有人一直守候，对急需帮助
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慰藉。”代文格说，她和
同事们会继续坚守岗位，通过“暖心热线”，

“线上”守护居民的生命健康。

优化服务，家门口撑起“守护伞”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在武汉市
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道恋湖社区，一间张贴
着“社区便民发热诊疗站”的蓝白色板房
前，居民刘芬正带着母亲排队等候就诊，这
是东西湖区首个设置在社区门口的便民发
热诊疗站。
　　据恋湖社区党委书记彭晴亮介绍，这
个诊疗站是由原来的“核酸采样亭”就地改
造而来，主要面向居民提供免费的基础诊
疗服务和用药咨询，“既可以指导居民正确
用药、购药，又能对发热患者进行有效分
流，减轻医疗机构的接诊压力。”
　　现场配备了血压仪和血氧仪等设备，
不少老年居民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检查。“小
区门口就可以咨询医生，还不需要挂号，对
走不了远路的老人们来说很方便。”居民刘

芬说。
　　近日，在咸宁市咸安区贺胜桥镇，咸安
区妇幼保健院护师梅珊和同事们分成多支
流动接种队，奔忙在田间地头，进村入户为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家住贺胜桥镇贺胜村 13 组的刘梅英
老人，由于患有帕金森病，长期行动不便，
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她成功接种疫苗。

“我已经 81 岁了，心里有些顾虑，多亏医
生为我做检查，知道自己没什么接种禁
忌。”刘梅英说。
　　“对行动不便、卧病在床者，我们采取
专车接送、上门接种等方式。让疫苗接种工
作既有速度，也有温度。”梅珊说，送疫苗入
户过程中，医护人员除随身携带疫苗，还配
备了足够的急救药品和急救设备，120 救
护车也开到群众的家门口，随时待命，以应
对突发情况。

“敲门行动”，筑实农村疫情“防控墙”

　　“今天感觉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2022 年 12 月 25 日，由村干部、志愿者
和村医组成的“敲门行动”专班敲开了
湖北省南漳县东巩镇上泉坪村村民张香
兰 的 家 门 ，除 为 其 送 上“健 康 爱 心 包”
外，村医为其测量了血压，询问了其身
体状况。
　　接过装有布洛芬缓释片、口罩、消毒酒

精等物品的“健康爱心包”，张香兰说：“有
了你们的关心和急需的药品，我们也会康
复得更快！”
　　连日来，湖北组织开展关爱重点人群

“敲门行动”。全省以村（社区）“两委”为主
导，组织乡镇（街道）包联干部、驻村工作
队、下沉党员干部、基层医务人员，对照重
点人员台账，逐一敲门走访，发放“健康爱
心包”。
　　“正愁没有感冒药，你们送来的物资解
了燃眉之急。”2022 年 12 月 27 日，荆州
市荆州区八岭山镇朱家岭村二组 66 岁的
村民刘守春收到了“健康爱心包”，看着急
需的物资，刘守春和家人连声感谢。
　　和刘守春一样，八岭山镇辖区内的 7
类重点群体共计 870 户农户，也陆续收
到了这份暖心的关爱。“收到物资后，我
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群众
将上级部门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位。”朱
家岭村党支部书记杨叶斌说，只有尽快
解决群众的要紧事，才能用实际行动暖
民心。
　　据湖北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湖北省上门发放“健康爱心包”
工作已全部完成，累计为 205 万名困难群
众提供防疫物资。下一步，湖北省将继续组
织实施好关爱重点人群“敲门行动”，开展
上门接种疫苗服务，建立常态化关爱服务
机制。

多 措 并 举 筑 牢 基 层 疫 情 防 控 屏 障
湖 北 优 化 抗 疫 举 措 见 闻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袁全、龚雯）新冠
重症率增加了吗？肺炎与疫苗接种是否有
关？脆弱人群如何防治？2022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卫健委邀请权威专家、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就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张文宏认为，本轮疫情目前正处于感
染高峰期，即便奥密克戎的重症率与先前
的德尔塔相比有所下降，但再低的重症发
生率，结合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重症病人
数量都会成倍上升，“每年我国季节性流感
造成的肺炎也会有季节性的高峰，肺炎的
疾病负担也很重，最近肺炎及重症病例数
量的增多，主要是因为短时间内感染的病
例增加，但重症概率总体仍然很低。”
　　——— 部分新冠感染者肺部 CT 呈现

“白肺”现象，这与感染新冠病毒原始株或
德尔塔毒株有关吗？
　　对此，张文宏表示，目前在上海流行的
毒株仍是奥密克戎毒株，并没有监测到新

冠原始毒株与德尔塔变异株出现。而所谓
的“白肺”是重症肺炎的影像表现，即重症
肺炎的患者拍摄 CT 和胸片时，肺部会因
透光度下降而呈现白色，只是反映肺炎的
严重性，“无论什么病原体，只要引起重症
肺炎，都有可能出现‘白肺’”。
　　——— 有网友认为接种疫苗会导致不良
反应，出现“白肺”增多，这有根据吗？
　　张文宏说，针对该问题已专门做过对
照研究，结果显而易见：根据今年上半年上
海的数据，打过疫苗之后，整体的重症比例
可以降低近 80%，“所以我们认为，疫苗对
减少‘白肺’的发生是有作用的”。
　　——— 一旦出现“白肺”，临床如何治疗？
　　张文宏表示，出现“白肺”的救治与其
他病毒性肺炎类似，首先要做的是给予呼
吸支持，尤其是对于呼吸衰竭的病人，要给
予机械通气支持，维持体内的供氧。在这个
基础上，还会采取抗凝治疗、抗炎症治疗、
抗病毒治疗，营养支持与合并感染的控制

也非常重要，“要让病人能够撑过关键的重
症期，顺利进入恢复阶段”。
　　张文宏特别强调，发生重症肺炎后的
救治成功率要比普通型肺炎以及轻症的成
功率低，因此要特别重视救治的“黄金 72
小时”，即脆弱人群感染新冠、出现症状后
的 72 小时内要密切监测，就近在社区医
疗中心或者附近的医院进行氧疗、对症与
营养支持治疗、抗病毒治疗等。如果出现重
症倾向要及时采用糖皮质激素等抗炎症治
疗，尽量阻止疾病的加重，并及时到医院做
进一步检查。若是发现有“白肺”等重症表
现，则需要在 24 小时内开展最优的救治。
　　——— 临近春节，各地即将迎来大规模
的人口流动，面对可能到来的重症高峰，如
何保护脆弱人群？
　　张文宏表示，一方面要对脆弱人群进
行持续性的监测，一旦发生问题，及时阻止
肺炎的发生和加重；另一方面要加紧扩充
医疗资源，保障脆弱人群能够得到及时

救治。
　　“当前，‘小地方’的疫情传播不像大城
市这么迅猛，但是传播的持续时间比较长。
随着春节人员的返流，可能会在当地引起
一波输入性高峰，此时需要分级分类对待：
一部分是目前感染率已经比较高的地区，
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如果是原来感染
率非常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就会较大。对
于感染率还不高的地区，要尽量减少大规
模的人群聚集。”张文宏说。
　　最后，张文宏建议，要做好科普宣传，
鼓励人们在返乡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为

“压峰”作出个人努力，从而减少“重症高
峰”带来的救治压力。“已经感染过的人群
回乡，可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如果是没有
感染过的，要做好防护，尽量避免自身感染
引起亲友的新发感染，加剧当地的疫情高
峰。因此，大家旅途中要戴口罩，最好是
N95 口罩；如果家中老人还没有感染过，
我们去探望时也要严格戴口罩。”

重症率增加了吗？“白肺”和疫苗有关吗？
国 家 卫 健 委 邀 请 权 威 专 家 解 答 防 疫 热 点 问 题

　　早上 8 时刚过，云南昭通市镇雄县泼
机镇亨地村卫生室电话铃响起。几分钟后，
53 岁的村医陈波穿好白大褂，背起药箱，
骑上摩托，赶往 80 多岁的胡家兴老人家。
　　“你来了，我们老两口就踏实了。”躺在
床上的胡家兴说。陈波走到床边询问症状，
为老人量体温、测脉搏和血压，随后帮他打
点滴、开中药。
　　胡家兴的儿女均在外务工，本人有高
血压，老伴丁翠芝心脏不好。作为家庭签约
服务医生的陈波，平时常往胡家兴家跑。
　　“感染新冠病毒后，老两口呼吸困难、
浑身疼痛，一度高烧。”陈波说，经三天治
疗，他们终于退烧了。
　　地处乌蒙山区的镇雄县总人口 171
万，其中农村人口约 117 万，像亨地村这样
的万人村有 36 个。全县有县级公立医院 3
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3
个、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276 个，有
医技人员 6300 余人、村医 1059 人。连日
来，通过增设床位、储备药品、远程会诊等
方式，医护人员 24 小时守护农村群众，全
力保健康、防重症。
　　在泼机镇另一个万人村李官营村，40
岁的村医付向朋背着药箱，挨家挨户送“防
疫健康包”，并向群众示范如何正确消毒。
太阳落山，他才顶着寒风往村卫生室走。
　　“目前退烧、止咳、中成药三类药品，是
按两个月用量准备的，可以满足全村需
求。”付向朋说，轻症患者可以到村卫生室
开药，行动不便的老人就送药上门。
　　泼机镇是镇雄县人口最多的乡镇，总
人口超 13 万人。“针对有基础疾病的老人，
镇村两级干部、驻村工作队重点关注，实行

‘一天一查看、一天一询问’，最大程度维护

好农村群众健康和生活秩序。”镇党委书记
常开仕说。
　 　 泼 机 镇 卫 生 院 负 责 人 顾 尚 梅 说 ：

“ 2022 年 12 月以来，我们加强中西药储
备，增加 50 张床位，19 名医护人员在发热
门诊 24 小时轮流值守，全天候提供就诊、
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对危重症快速转诊，
或通过信息平台在线传输病例，请县人民
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已成功治愈多名患者。
　　记者在镇雄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看到，呼吸机、监护仪等设备齐全；全院抽
调的重症专家团队，24 小时救治患者……

几天前，五德村村民杨朝燕因呼吸衰竭、心
肌损害住进危重症阳性病区。县医院通过
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远程会
诊，开展多学科联合救治，患者病情得以
好转。
　　镇雄县人民医院院长翁大东说，依托优
质医疗资源“省管县用”对口帮扶机制，医院
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进一步增强与组团式
帮扶医院的沟通联系，发挥“互联网+”优
势，实现对疑难危重病患远程会诊，最大程
度争取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
　　镇雄县副县长苏贤瑜说：“目前，全县

共有 3000 张床位可接诊新冠患者，药品按
平日两至三倍的量储备。”同时，还返聘 62
名退休医护人员，开通 24 小时健康咨询电
话，在现有 50 辆 120 救护车基础上，新增
37 辆农村客运车免费提供急救转诊服务，
确保农村地区药品能送下去，重症患者能
转上来。
　　“谢谢老陈，我爸妈身体好多了。”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下午，胡家兴老人的二
儿子回家了，陈波在卫生室接到了他的电
话。     （记者林碧锋、王明玉）
       新华社昆明 1 月 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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