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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132 名新冠肺炎患

者陆续走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

“这是自 2 月 15 日第一批 17 名患

者治愈出院以来， 单日出院人数规

模最大的一天。” 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暨中国

国际应急医疗队 （上海 ） 执行队

长 、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B 厅医务

部负责人孙贵新兴奋地说。

下午 1 点半开始， 治愈患者拎

着大包小包一波接一波地出舱， 大

部分人一脸轻松。 对于医护人员，

他们也是满口称赞， “感谢党和政

府！ 感谢所有的医护、 工作人员！”

“他们对我们太好了！” “白衣战士

们辛苦了！”

孙贵新介绍， 方舱医院里的患

者须连续一周不发热、 核酸两次检

测均为阴性 （核酸隔天检测一次）、

CT 检测明显吸收， 且不咳嗽 、 不

自感胸闷 ， 即符合出院条件 。 之

后， 主治医生备好材料递交给审查

专家组。 3 人专家组复核 、 会商 ，

如有异议 ， 则报高级别专家委员

会， 确保 “零召回”。 昨天出院的

132 名患者均符合上述条件， 临床

症状消失或明显改善 ， 符合出院

标准。

至今，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已累

计收治患者 1760 人， 目前出院总

数接近 600 人。 方舱医院里， 先后

有来自上海、 宁夏、 陕西、 山东、

安徽、 广东、 福建、 新疆建设兵团

等十余支医护队伍， 包括医生 130

多人， 护士 800 多人。 其中， 东方

医院医疗队是第一批进驻武汉客厅

方舱医院并收治病人的队伍之一。

“经历了开始两三天的忙乱之

后， 我们医疗队迅速制定了针对性

的方舱医院运行管理策略。” 孙贵

新负责的 B 厅在这家方舱医院里

最早实施医生 “责任田” 与 “自留

地” 制度。 具体来说， 在总体三人

小组 （一人总负责， 一人管医生，

一人管护士） 之下， B 厅 415 名患

者， 设置 4 个责任大区 （责任田），

每个值班小组当班时主要管理、 诊

治约 100 名患者； 值守责任田的医

生 ， 每人认领 10 名左右的患者

（自留地）， 并与其建立微信联系，

负责到底。 这项制度实行之后， 取

得了显著效果， 很快就被兄弟舱区

借鉴应用。

不仅如此 ， 在 B 厅中 ， 医生

既是患者诊疗的责任人， 还经常充

当患者的 “保姆” 和联络员。 谁家

亲人暂时联系不上了， 谁出院没地

方去了， 谁家孩子一人在家， 谁家

孕妇生产没人照顾等， 只要医疗队

员知道了， 就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因为大家持之以恒的努力，

患者焦虑、 忧伤等情绪逐渐得到了

缓解。” 孙贵新说， 方舱里的生活并不单调， 广场舞 、

呼吸操、 图书角……满足了患者的各种需求， 参与者也

越来越多。

尽管已有大批患者治愈出院， 但想走出舱口并非易

事。 有位患者入院时症状很轻微， 且 CT 表现也很轻，

原以为她能很快出院。 不料， 早期给患者复查的核酸检

测结果一直呈阳性， 直到今天， 她才符合出院条件， 成

功出舱。

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暨中国国际应急医疗

队 （上海） 队员华晶说， 随着对更多病人的了解， 他们

发现很多轻型患者， 病毒核酸转阴反而较慢。 此时， 医

生们就会对患者进行心理按摩， “这就好比轻症患者走

的是一条平坦的路， 但得绕弯子，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

达终点”。

据了解， 132 名出院患者分别被武汉市东西湖区、

洪山区等集体接走， 前往区内集中隔离点继续隔离 14

天。 期间接受医学随访， 医院复查正常后， 便可回归日

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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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患者需定时监测规范用药
疫情期间可通过长处方、“互联网+?医疗服务等方式配药咨询

疫情期间 ，慢病患者如何做好健康

管理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交

大 医 学 院 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提

醒 ，大家可以 “闷在家里”，但一定要“动

在房里”。

宁光表示，慢病患者日常要做到“五

不五常”。“五不”主要指不（减少）出门，不

聚会、不聚餐、不久坐、不停药；“五常”指

常开窗、常态生活（规律生活）、常运动、常

联系、常调整。 所谓的常联系除了和亲戚

朋友常联系互道平安之外， 也可以在网

上和医生常联系； 常调整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调整心态， 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以及在医生的建议下调整用药，

调整治疗。

健康专家、 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崔松建

议慢病患者定时监测、 规范用药、 自我管

理。 所谓定时监测，是指要经常监测血压、

血糖、体重等指标并做好记录。 “量血压有

个简单的顺口溜：小便排空再测量，静坐片

刻在桌旁，测压前臂与心平，双脚自然地上

放，2 至 3 次取平均，一日两回记心上。 而

对于‘糖友’们来说，建议每周测血糖不少

于三次， 要测空腹， 也要测餐后两小时血

糖，测血糖手一定要洗干净，酒精消完毒一

定等它干了再采血， 运动后不宜立即检测

血糖。 ”崔松说。

此外，自我管理、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慢病管理的重要一环。 饮食要低盐、

低糖、少油，保证蛋白质和蔬菜的摄入量。

崔松表示，刚刚过完年，大家家里都有很

多年货，加上不能出门，可能吃了很多腌

制食品，香肠、腊肉、熏鸡、熏鸭、熏鹅、熏

鱼，这些都是高盐食品，宅在家里没事，瓜

子花生，各种炒货吃起来，又会增加盐的

摄入， 现在有些人血压高了就是盐吃多

了。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还要戒烟戒酒、

规律作息、适量运动。

崔松强调，规范用药是慢病治疗的关

键。 请患者一定要谨遵医嘱，切勿擅自换

药、停药或减少用量。 疫情期间配药和咨

询可通过长处方、“互联网+”医疗服务等

方式，尽量减少去医院的次数。

■本报记者 王 星

■本报记者 李晨琰

98岁危重症患者康复出院
新华社武汉 3 月 1 日电 （记者黎昌政 廖君） 98 岁的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1 日从武汉雷神山医院康复出院， 这是

目前已知的全国最高龄危重症康复患者。

98 岁的胡婆婆家住武汉市江岸区， 2 月初出现高烧， 55

岁的女儿丁女士陪她到医院检查， 双双确诊为新冠肺炎。 2

月 13 日晚， 母女二人被救护车同时转送到武汉雷神山医院，

住在感染科 10 病区同一间病房， 负责该病区的医护人员来

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胡婆婆刚住院时， 医护人员发现她身上还有烫伤， 于是

立即处理。 当晚体温检测， 发现她高烧达 40 摄氏度。 病区

主任隋韶光立即安排医护人员 24 小时监护照料。 2 月 17 日

上午， 胡婆婆体温恢复正常。

隋韶光介绍， 入院检查发现， 胡婆婆患有高血压等基础

病， 还出现心肺功能障碍， 被确诊为危重型新冠肺炎。 医护

人员给予抗感染、 抗病毒等药物治疗， 还采取补液等营养支

持。 经多日治疗， 胡婆婆病情逐渐好转， 医护人员拿出自己

的牛奶等营养品一口一口喂她， 帮她增强身体抵抗力。

“为了救治胡婆婆， 雷神山医院多学科紧密合作， 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辰也参与会诊。” 隋韶光透露， 胡婆婆住院期

间出现轻微脑梗， 及时发现治疗后没留下后遗症。 高龄患

者长期卧床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 进而导致肺栓塞危及生

命。 医护人员日夜密切监护， 细致护理， 避免了下肢静脉

血栓。

3 月 1 日上午 11 点， 胡婆婆和女儿双双康复出院， 雷

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 副院长袁玉峰教授、 刘志宇教授

到医院门口为她们颁发出院证明， 并赠送鲜花。 母女两人含

泪连声致谢。

截至 3 月 1 日， 雷神山医院累计出院患者近 200 人， 目

前雷神山医院住院患者千余人。

“98 岁的危重症患者都能康复出院， 还在住院治疗的

新冠肺炎患者， 都应该鼓起信心， 一定能战胜疾病。” 王行

环说。

■本报记者 李晨琰

▲长海医疗队在工作中。 （医院供图）

荨王毛毛与患者相互打气。 （本人供图）

“毛毛教授”的微信多了近50位“好友”

上海长海医院33名医护人员在武汉奋战一月有余———

在火神山医院，一位来自上海的“毛毛

教授”在病人中人气很高。他就是海军军医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神经外

科副主任医师王毛毛。 打开他的微信朋友

圈，有近 50 位好友是在火神山医院就医的

患者。除了在这里从事救治工作，他的很多

时间都用来和这些武汉的朋友“聊聊”。

有时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 总是去安

慰———身处战地的这位医生知道， 和凶险

的新冠病毒做斗争，给病人以康复的信心，

尤其重要。

时间回拨一个多月：接上级命令，由海

军军医大学 150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

在大年夜出征、驰援武汉，其中，长海医院

医护人员总计 33 名。

他们不仅仅是医者，还有另一个身份，

“前途虽险，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因为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这支医疗队，

更多人以奔跑者的姿态， 迅速投身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

互加好友，让患者明白
他们从未被放弃

位于武汉的汉口医院， 离华南海鲜市

场仅 4 公里， 医院里收治了不少重症病人。

长海医院医疗队抵达武汉后， 首先接管的

就是汉口医院的呼吸科一病区。

紧张投入救治工作， 厚厚的防护服隔

离了病毒 ， 却没有隔离医者对病人的爱 。

年过七旬的林奶奶生活无法自理 ， 医护

人员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 ， 主动轮流照

顾起了老人的饮食起居。 喂饭、 洗脚、 擦

身……很多次 ， 老人紧紧握着他们的手 ，

表达感谢。

“每 4 小时一班， 要穿 3 层防护服。”

长海医院眼科文职护士苏俏瑶原定于正月

初十举办订婚仪式， 如今， 订婚服换成了

防护服， 她只说了两个字： “值得！”

为救治更多患者， 长海医疗队 2 月 2

日自汉口医院转战火神山医院， 单独负责

一个病区、 60 多张床位。

“患者需要我的时候， 我得让他们第

一时间找到我。” 有了在汉口医院工作的前

期经验， 王毛毛觉得， 有必要在患者与医

生之间建立一条稳定畅通的交流渠道 ，

“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 将患者加为好友、

当作朋友， 也是一剂心灵处方。”

有的患者关心自己的检查结果、 病情

进展； 有的患者渴望早点出院却又害怕病

情反复； 更多患者为生活琐碎而操心： 手

指甲长了没有指甲钳， 生活物资不够了怎

么补充……所有问题， 王毛毛来者不拒，

逐一回复 ， 最后总不忘加个 “笑脸 ” 或

“拥抱”， 这让每位患者感受到自己从未被

放弃。

父女约定，领了红包就
是报了平安

在长海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护下，

越来越多的确诊患者痊愈出院。

“正是你们的日夜守护， 才有我们的

今天。 谢谢您！” “感恩逆行者的手足之

情 ， 一方有难 ， 八方支援 ！ 向解放军致

敬！ 向英雄致敬！” “我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再次向你敬礼！” 出院后， 许多患者的

第一件事， 就是向医疗队员们道谢， 他们

还表达了最真挚的心愿： “希望你们保护

好自己， 平安快乐地回家。”

王毛毛则为出院患者开出了 “延伸处

方”， “有问题随时和我联系， 在医院是

医患， 出了医院就是朋友。” 他想为这群

刚刚历经生死的朋友们再添一味安慰剂。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年初三的晚上，

王毛毛的爱人卜海激也接到单位通知准备

执行援藏任务。她第一时间给丈夫打电话，

王毛毛说：“我支持你！作为军人，能有这样

的经历，不枉这一身戎装！ 高原气温多变，

多备棉衣，多备常用药。”这对军人夫妇彼此

约定，待各自完成好任务，阖家团圆。

在长海医疗队， 一说到 “家人”、 “团

圆”， 很多人的思绪还是会回到大年夜晚上

的紧急 “出征”。 那天， 长海医院副院长周

全接到紧急通知， 匆匆与家人道别， 便赶

往医院集中。 不到 3 小时， 长海医疗队 33

名队员集结完毕， 备齐了必需物资。 翻开

医疗队名册， 队员们的专业涵盖了感染科、

重症监护科、 呼吸科、 心内科、 血液科等

多个科室， 更不乏曾在 SARS、 H7N9 等防

疫一线奋战的老将。

在武汉一线抗 “疫 ” 以来 ， 苏俏瑶

每天都能收到父亲发来的一个微信红包 ：

66.66 元 ， 数值永远一样 。 “ ‘6’ 就是

‘顺’， 希望所有医务人员都能顺顺利利完

成任务 。” 老两口挂念着女儿却又怕打扰

她， 于是想出这个方法， 他们约定， 领了

红包就是报了平安。

在家里， 队员们是女儿、 妻子、 丈夫，

当集结号吹响， 披上 “战” 衣， 他们便成

了最勇敢的人。

“亲爱的家人们 ， 让我们彼此祝愿 ，

不问归期在何时， 待摘下口罩再看笑靥如

花！” 这是一封长海医疗队全体队员写给家

人的信， 字里行间， 留下了他们众志成城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念！

上海积极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
门诊全预约、互联网＋医疗、慢病长处方……沪上医疗机构提供多样化服务

在昨天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锦表示， 按照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日常服务” 的

原则 ， 各医疗机构持续开展网上咨询服

务， 同时上海正积极推进六家互联网医院

建设 ， 加速开展 “互联网+医疗 ” 服务 ，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 更好的多样化医疗

健康服务。

长处方惠及慢病患者，

家庭医生可线上签约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为切实方便市

民尤其是慢性病患者的配药， 减少患者到

医院的次数， 疫情防控期间， 本市卫生和

医保部门进一步推进慢性病长处方举措。

统计三种高血压、 三种糖尿病常用药

的使用情况， 2 月份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长

处方使用量近 30%。 此外， 1 月以来， 本

市社区共开具了 31.7 万张延伸处方 。 郑

锦表示， 这个数据充分说明， 长处方这项

惠民好政策， 惠及了越来越多的市民， 取

得了预期的成效。

据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

宁光介绍， 瑞金医院对稳定的糖尿病、 高

血压、 冠心病等慢性病及肿瘤患者的用药

处方量已经延长至 2 到 3 个月， 以方便病

人把药配足， 避免反复来医院配药， 减少

交叉感染的几率。 同时， 院方还针对不需

要做检查的慢性病病人专门设立了简易门

诊窗口， 方便他们快速配药。

据郑锦介绍， 目前 ， 本市共有 6000

多个家庭医生团队可通过手机 App、 微

信 、 电话 、 短信等多种途径 ， 关心了解

签约居民健康状况 ， 指导签约居民开展

自我健康管理与防护 ， 落实延伸处方等

政策。

防疫期间，在线下签约服务的基础上，

上海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线上签约服务。 自

1 月以来 ，在 “上海健康云 ”平台上 ，共有

6100 多名居民完成了家庭医生的线上申请

和签约。 与此同时，“上海健康云”还提供了

2.2 万余人次的线上咨询服务， 开展了 3.8

万余人次的线上健康测评。

郑锦表示， 通过线上签约家庭医生的

人群相对年轻， 其中职业人士也不少。 希

望广大居民和职业人群能通过线上签约的

方式， 与家庭医生建立签约服务关系， 促

进健康管理与保障。

保证错时错峰就诊，“一
人一卡一口罩?

如何在兼顾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障好

市民正常的就医需求？

宁光表示， 瑞金医院对此采取了多项

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实行门诊全预约

就诊 ， “一人一卡一口罩 ” 的管理手段 。

在医院实行人员出入院单向通行和出入管

理限制， 确保防控举措落实， 进入医院必

须佩戴口罩。 为了严防交叉感染， 在门诊

大楼入口处、 各楼层专科护士台、 就诊诊

间开展三次体温筛查， 前往医院的市民应

填写并随身携带 “随申码”， 以便更加便

利就医， 在候诊时， 相对间隔一个以上的

座位等候。

在坚持门诊全预约的前提下， 瑞金医

院进一步细化了预约时间段， 让病人可明

确知道具体预约到几点钟， 保证错时错峰

就诊 ， 缩短病人等候时间 ， 合理分散人

流 ， 避免人群集聚 。 对于一些重点防控

科室 ， 如呼吸科 、 感染科等 ， 医院重新

规划了就诊区域 ， 并对整个空间加强空

气消毒， 同时提高医务人员出诊的防护装

备等级。

此前， 瑞金医院大部分科室均已恢复

门诊。 为确保医疗安全， 对于血液科、 肿

瘤科、 放疗科等患者抵抗力低、 疾病治疗

不能中断的专科， 专门设立了独立的诊疗

区域， 患者挂号、 看诊、 取药、 检验均在

专区完成， 有效避免患者交叉感染。 对于

职业暴露风险比较大的、 防控要求比较高

的科室， 例如耳鼻喉科、 眼科、 消化内镜

等专科， 上周也已开放。 从本周起， 口腔

科也将在充分评估、 精准防控的基础上逐

步开放。

目前， 瑞金医院大部分学科都已经开

设 24 小时免费网上咨询服务， 各慢性病专

科都已实现医生 24 小时轮流在线， 及时回

答病人的问题， 并给予专业指导。 市民如

有需求， 可直接到线上平台咨询。 “市民

朋友可能会发现， 原来挂不到号的著名专

家， 最近可能会在网上给你带来惊喜， 他

们会亲自回答很多问题。” 宁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