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独门独户
诊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记者现场看到， 与这家社区医院一墙之隔的是居

民小区， 而另一边就是马路。 那么， 如何在本不宽敞

的空间里 “螺蛳壳里做道场”， 又 “变” 出一间隔离

诊室？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崔明告诉记者， 这

块区域原本是传染病隔离专区， 几经研究， 通过将设

备间进行改造升级， 最后才新辟出了一间独门独户的

“发热哨点排查室”。

新开的诊室面积不大，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贴

着崭新白色瓷砖， 进门处的地面上贴着 “污染区”标

识，这里是专门接待发热病人的诊室 ；打开医生身后

一扇门，这里写有“病人止步”字样的“半污染区 ”，原

来，这里是供医生消毒和换防护服的，而走廊更深处，

则是供医护人员休息的清洁区和出入口。

在诊室门口， 有辆救护车停在一个最方便倒车的

位置。 崔明说， 这辆车随时待命， 是专门用于转送不

明原因发热病人到定点医院的。

“方舱 CT”进驻
发热门诊实现“六不出门”

在市卫健委对发热门诊建设的支持下，3 月 20 日，

联影“方舱 CT”正式进驻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它

不仅担当起了扫查主力，更让这个发热门诊真正实现“六

不出门”———这一“闭环”的形成，为发热筛查网络再添一

把锁。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医学装备部主任周海介绍， 联影

“方舱 CT” 还有一个亮点， 通过装在方舱顶部的 “天眼

AI”全智能自动扫描导航，支持隔室智能定位。简单说，技

师无需进入操作间，“天眼” 即可通过人脸识别直接定位

病人的肺部，进行扫描。 “这台 CT 操作简便，培训一个多

小时后，技师马上就能上岗。”他表示，近 10 天使用下来，

已有 600 多人次接受了 CT 检查。

严福华谈到， 此次投用发热门诊的联影 CT还搭载了

新冠肺炎 AI智能辅助分析系统， 有助于更客观地分析评

估患者的重症程度，为临床诊断、治疗与康复观察发挥重

要作用；其迭代重建技术应用，还将发热门诊 CT筛查实现

最低剂量，减少辐射一半以上，进一步提高了其应用价值。

“新技术都用上了，我们也向国外同行介绍了 CT 应

用经验，他们都非常关注。 从武汉和上海的经验看，在等

待核酸检测结果期间，CT 检查已能看到患者肺部的毛玻

璃样等特征性改变，这个最大好处就是———快速，对早期

分流患者非常重要。 ”严福华称，CT 新技术应用与临床研

究论文已陆续发表，有望服务于全球抗疫。

CT前置发热门诊，上海升级发热筛查网
全市感染性疾病防控将筑起一道“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全天候防护网

“前哨”一级戒备
院感防控与人员培训更严
“新冠肺炎诊疗‘国家指南’已多次修订，影像学检

查的重要意义始终位列其上， 尤其是在早期检测试剂

不够、检测速度不够快的情况下，肺部 CT 能帮助医生

快速识别、筛查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科主任严福华尤其难忘今

年春节期间 ， 医院紧急装配发热门诊专用 CT 的场

景。 当时，上海联影公司快速响应，在 24 小时内连夜

完成装机调试，其中，装机仅用 7 小时，创下行业纪录。

为什么要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 因为，没有发热

门诊专用 CT， 就意味着患者需要前往急诊乃至门诊、病

房接受 CT检查。 在这样的“行动路线”中，就存在着患者

与其他普通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的交叉感染风险。 而随

着这台发热门诊专用 CT的就位，瑞金医院发热门诊真正

实现发热病人在发热门诊里挂号、检验、检查、取药、治

疗、留观“六不出门”的流程，一座“小医院”就此落成，减

少了发热病人与普通来医院就诊者的“科学分隔”。

从瑞金医院发热门诊升级的缩影中 ，还有更多

值得注意的细节 。 “派往发热门诊的医生 ，包括呼

吸科 、感染科等专业团队 ，按国家方案及时调整诊

疗方案 ，采取更严格的消毒隔离举措 。 ”瑞金医院

副院长陈海涛谈到 ， 发热门诊是识别新冠肺炎患

者的重要防线 ， 为此医院采取更严格的院感举措

与人员培训。

排查急需“提速”

硬件设备和观念都要升级
“非典” 后的 17 年， 在这一轮疫情防控中， 发热门

诊迎来了 “升级潮”。 对医疗机构来说， 这一轮升级、 更

新的不仅是硬件设备， 还有观念。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 发热门诊还被细分成

了两个———普通发热门诊 、 特殊发热门诊 ， 其中 ， 普通

发热门诊自 2003 年 “非典” 后保留至今， 特殊发热门诊

则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由肠道门诊转型升级而来。

“导致发热的原因很多， 发热病人来到这里后 ， 都

要经过流行病学调查与相关症状询问录入 ， 随后分流到

两个门诊， 进一步减少人员交叉 。” 从 2010 年起便在发

热门诊工作，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管护师

李宗华这样告诉记者。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是距离浦东国际机场最近的一家

综合性医院。 该院医务部主任祁炜罡坦言 ， 在抗击疫情

初期 ， 发热诊疗区域内没有 CT， 疑似病人检测肺部影

像， 需要跨医疗区域才能实现。 为避免交叉感染 ， 浦东

急救中心派驻了一辆救护车 24 小时驻点， 实现了疑似患

者 CT 拍摄的封闭式转运。

可是 ， 随着境外输入性风险的加大 ， 这个机场附

近的 “前哨 ” 也开始倍感压力 。 当机场 120、 周边集

中观察点的应急需求快速增长时 ， 这里的发热门诊一

天就诊人数同样快速增长———在此情形下 ， CT 排查急

需 “提速 ”。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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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大数据医疗、 城市智慧管理、智

慧工厂改造， 洽谈项目比去年同期增长

50%，同温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强没有想到，公司的转型来得如此顺利。

防疫期间， 同温层在一周内快速研

发， 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提供了两台

红外体温测试仪， 能够满足人员快速精

准测温， 这一项目的成功也让公司上下

信心满满。如今，位于临港新片区以及徐

汇滨江的两个研发中心内，50 多位年轻

人正进行着新项目的算法优化及硬件研

发。“高效和非接触性给人工智能带来了

新机遇，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随着应用

场景的不断开放 ， 公司会有更好的前

景。 ”周强说。

2 月 10 日复工首日，特斯拉大量员

工集中进厂， 靠安保人员手持测温枪逐

个检查，不仅耗时长，交叉感染的风险也

大。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协调下，位于临

港科技城的企业———同温层智能科技给

特斯拉定制人体测温管理部署方案。

交付给特斯拉的红外体温测试仪，

并不是同温层现存的“冰箱菜”，而是“现

烧现做”的“热菜”。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

研发，离不开公司平时的科技攻关。同温

层正在进行城市综合地下管廊巡逻机器

人的研发， 这一机器人能够在地下狭长

的环境中自动巡航， 通过图像识别与测

温模块识别火情、烟雾、管线破损等突发

状况，保卫城市地下安全。

“疫情期间物流和采购都很难，一周

内完成红外体温测试仪的硬件设计与软

件开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强

带着在上海的八人研发团队在线上不断

讨论， 在与特斯拉不断沟通测温系统的

尺寸、测量人数等需求之后，又对测温仪

硬件设计与算法进行了调整。

关键时候， 团队想到了巡逻机器人

中的测温模块， 马上用专车运送到研发

中心进行初步组装， 再利用凌晨时间进

厂安装测试， 最终在特斯拉复工前交出

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这一红外热成像体

温测试系统能多目标、远距离、非接触式

精确测量体温，精度在±0.2℃。

特斯拉的案例让同温层出名了，越

来越多企业找上门。 这家年轻的公司也

接下了不少有趣的项目。

去年 10 月 18 日， 临港新片区发布

集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若干措施，共计 10 条，其中着重提出

丰富应用场景等六个支持方向。 这一政策让同温层这样的人

工智能企业获得了更多实践机会。

周强说， 临港开放的应用场景能让人工智能算法越用越

“聪明”， 系统也会在不断使用中积累经验， 进行迭代。 目

前， 公司拥有的算法团队、 机器人团队、 软件团队、 测试团

队、 工程实施团队正开足马力进行研发与应用设计， 一方

面， 聚焦服务民生， 推出 AI 实用化应用， 另一方面， 积累

核心技术。 这也是公司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快推进“一网统管”建设
市政协委员赴市公安局调研 董云虎参加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主席董云虎昨天率部分委员

赴市公安局调研，观看智慧公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城市运

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系统等演示并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平台系统建设情况。

董云虎指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牛

鼻子”。 市公安局坚持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出发，

立足未来发展，加强统筹整合，构建形成互联互通、协同高效

的平台系统，实战应用便捷快速，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智慧公

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加快推进“一网统管”建设，切实做到实现“一

屏观天下、一网治全城”，还需要攻克一系列难点堵点，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市政协要发挥优势，聚焦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平台系统建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问题瓶颈，深入调

研议政、广泛凝聚共识，努力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操作性

的思路建议，团结引导社会各界深刻认识建设“一网统管”平

台系统是城市管理方式和流程的革命性再造， 是事关上海超

大城市有序运行的一件大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关心支持

平台系统建设， 着力为推动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

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汇聚智慧力量。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介绍有关情况。市政协副主

席周汉民主持调研座谈会，副主席徐逸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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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乘不同交通工具，防护要点各有哪些

■本报记者 李晨琰

近期， 不少市民朋友都已返岗复

工。防疫期间，上下班途中的个人防护

千万不能忘。屈莉红特别建议，在搭乘

公共交通时，要做好以下这几点：

若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在站台上

应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的距离，有序排

队上车。上车后，可选择有窗户位置，尽

量分散开来坐或站立， 相互间隔出空

间。在公交行驶途中，可开窗通风，保持

车厢内空气流通。 应避免与周围人闲

聊，不要在乘坐过程中进食或饮水。

若搭乘地铁出行， 应配合工作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 排队时要与他人保

持安全距离。 要尽可能选择人少的车

厢，减少触碰车内扶手与设施。

目前，上海地铁车厢内均已上线“防

疫登记二维码” 系统， 若发现紧急情况

时，可通过登记信息迅速联系到乘客，最

大程度保障乘车安全。 乘客尽量选择非

接触式支付方式，扫码乘车可减少风险。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择错峰出行。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选择哪种公

共交通工具出行，都应全程戴口罩。抵

达目的地后及时洗手。 乘车过程中避

免用手接触口、鼻、眼等，也可选择乘

车时佩戴手套避免直接接触扶手等接

触传染风险高部位。如果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请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问 上下班搭乘公共交通如何做好防护？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感染科主任屈莉红： 乘坐公交车时， 可选择有窗户的
座位， 避免与周围人闲聊， 不要在车上吃东西； 乘坐地铁时， 尽可能选择人少的
车厢， 做好车厢扫码登记工作， 选择非接触式支付方式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在疫情期间， 市民朋友驾驶私家

车出行时 ， 可适当增加开窗通风次

数。 如果多人乘坐， 建议佩戴口罩。

要定期对门把手 、 车钥匙 、 方向盘

等手接触频繁的部位使用 75%酒精

擦拭。

要提醒大家的是， 尽量避免使用

酒精类消毒剂进行大面积消毒， 以免

引起火灾。 如果车主使用 75%酒精进

行车内消毒， 一定要开窗通风同时远

离明火。 消毒后， 为保证消毒效果，

应保证开车门通风 30 分钟以上再使

用车辆。

与目的地距离相近的市民可选择

步行或骑行的方式出行。 骑车时尽可

能避开人多的地方， 不要在中途过多

停留。 如果选择骑共享单车， 使用前

最好用酒精擦片擦拭座位、 车把手等

位置， 建议市民出行时自备消毒防疫

小物品 。 同时 ， 骑车时最好佩戴手

套， 到达目的地后， 摘除手套并做好

手卫生。 如手套为重复使用， 应及时

清洗。

王昌惠特别提醒 ， 搭乘出租车

或网约车的乘客应全程佩戴口罩 ，

开窗通风 ， 尽量不要在车上食用食

物、 不要触碰车上设施、 减少不必要

的聊天。

问 驾驶私家车等方式出行如何做好防护？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王昌惠： 建议有条件的市民驾驶私家车出行，

做好基本防护措施， 相对来说更为安全。 与目的地距离相近的市民可选择步行或
骑行的方式出行

坐落于杨浦区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 服务18 万
社区居民 ， 年接诊量 90 万人次———守护一方百姓健
康 ， 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近完成了一次
“功能升级 ”。

昨天上午， 记者来到这家社区医院， 从入口处的分流
帐篷开始， 一路由专人指引， 踩着红底白字的 “发热病人
通道” 地面路标， 很快找到新挂牌的 “发热哨点排查室”。

一位 “全副武装 ” 的全科医生 ， 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
半， 一直在此值守。 经过几天试运营的反复演练， 这间社
区医院发热哨点诊室于今起正式运营。

快速判断
病人是否需转送定点医院
在小小的发热哨点诊室， 医生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快

速判断病人是否需要转送至定点医院的 ？ 丁海光回答

说， 结合流调结果， 主要观察患者在临床上是否有干

咳、 发热、 乏力等症状。 “有些病人会有轻度的流鼻涕

等症状， 医生将结合血常规等检查结果、 流行病学等综

合判断。”

记者注意到， 在这家发热哨点诊室， 医生的工作台

上还放着一本接诊信息登记本 ， 上面详细记录每位病

人的个人信息、 就诊时间和接诊情况 。 据介绍 ， 从这

几天的试运营情况看， 来发热哨点诊室的病人数量远

比常规门诊少 。 目前已接诊的 9 名患者都是普通的呼

吸道疾病。

“即便病人再少 ， 但对于每个来到这里的发热病

人， 我们都要做好筛查工作。” 丁海光说， 他和同事们

都深知， 把防疫工作落实落细， 这间小小诊室承载的责

任可不小。

做好筛查
高年资全科医生轮流值班
“通过改建升级原有的传染病隔离区，现在新开的发热

哨点排查室严格和普通门诊区分开，保证‘三区、两通道’，

并全天配备一名全科医生和一名护士。 ”崔明很清楚，在社

区医院新设发热哨点诊室， 目的就是要把社区防控这道

“网底”织得更密，夯实社区居民健康的基础防线。

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热哨点排查室” 每天均由

主治医师轮流值守。 昨天在此值班的是主治医师丁海光，

他穿着防护服， 戴着面罩、 口罩和手套， 从头到脚裹得严

严实实。 从 2008 年到这家社区医院工作起， 他就是一名

全科医生。

“发热患者来到这间诊室后，首先我们会用水银温度计

进行二次测温。”丁海光介绍，在接诊过程中，医生必须详细

询问病人的病史和接触史。比如，近期是否从境外或聚集性

发病等地方回来、 有没有接触过确诊病例等。 如果排查下

来，病人无接触史，便由护士抽血，再通知门诊派人来取样

送检。

发热哨点诊室夯实社区居民健康防线
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今起正式运营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专用 CT 前置发热门诊 ， 快速严格筛查确保 “零漏
诊”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上海的发
热门诊已增至 117 家， 并在 “一级戒备” 的状态下持续
升级。

发热门诊是 2003 年抗击 “非典” 时应运而生的特殊

“门诊”，它的功能如同“急诊”，24 小时由医护轮值。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全新敌手，发热门诊已经不再是
医院内“可有可无的小房间”，作为“前哨”防线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 一个最新的动向是：发热门诊在实现“版图”扩容的同
时，更在标准化、信息化等新技术应用上“做实”，由此，全市
感染性疾病防控将筑起一道“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的全天候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