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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断疫情，位于大竹县北城新区集
中医学观察区目前成为了竹城的一座“孤
岛”。这里有两栋相邻但又各自独立的楼
房，一栋作为医护人员的办公和生活区
域，一栋作为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隔离区
域。27 名从大竹各个基层医疗单位主动
请战来到这里的医生护士早已在这里枕
戈待旦。1 月 30 日，当由县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调查组将第一批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接触过的人员送
来之后，这里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了起
来。

“老人不会用WIFI，她们要帮忙；有人
不会冲马桶，她们要去冲；小朋友在里面呆
得无聊了，害怕了，她们要进行心理疏导
……因为这里和外界完全隔离，所有的事
情都要自己动手，医护人员还要充当送餐
员、搬运工、保洁员、快递员……因为人手
不足，医护人员原本计划的“三班倒”变成
了 24 小时待命。”据集中医学观察点常务

副组长叶枝华介绍，目前防护物资紧缺，大
家为了节约医用物资，纷纷减少吃喝，以便
穿好防护服进入隔离区待久一些。

“有拖鞋、毛巾、洗手液、烧水壶……房
间内有卫生间，生活必需品也齐全，饮食上
有肉有菜，可以看电视，每天早晚有医护人
员准时上门测量体温，并询问情况。房间
内有一个可呼叫医护人员的电话，有任何
需要，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医护人员就会上
门处理。”一名入住的密切观察者告诉记
者，这里只有一条规矩：“不能串门！”

“很多人在进行集中医学观察时，常常
会心情紧张，甚至感到有些慌乱，一些老年
病和慢性病患者也会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
而出现身体上的不适。这就更需要医护人
员耐心疏导和细心照顾，让他们慢慢调整
心态放松下来。”据了解，大竹县集中医学
观察点自建立以来，已经收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150 名，解除集
中医学观察103名。

共同坚守 和病毒比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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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坐了什么车，几点
在哪里吃过饭，接触过什么
人……一旦被确诊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那
么他（她）密切接触过的所有
人都需要找到。流行病学调
查，就是发现密接者的关键
一环。

大竹县严防死守，果断
切断病毒传播源，及时追踪、
管理每一个密切接触者。

大海捞针 缜密排查病毒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防死守是遏
制疫情蔓延的最有效的途径。”据大竹县
疾控中心袁东娅介绍，为了从这些繁杂的
信息中，厘清病毒可能的传播路径和感染
的人群，为迅速切断病毒传播、防止扩散，
提供参考和依据，县疾控中心从农历正月
初一就开始全员上班，成立防控领导小
组，明确任务分工，细化责任落实，不断完
善防控预案。

按照“1+2+1”的方式（既至少 1 名社

区或村组干部，至少2名流行病学专业调
查人员，至少1名公安干警），疾控中心组
建了 13 个流行病学调查及技术指导组，
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待排病例进行流
行病学调查，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通
过询问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回忆、查询
处方、调取诊所监控、实地走访其活动地
点等方式，核实可疑密切接触者，转运至
集中医学观察点，协助外地追踪密切接触
者。

争分夺秒 与病毒拼速度

“大竹县集中医学观察点：请贵单位于
2 月 8 日早解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
密切接触者冷某某集中医学观察。”2 月 7
日，当大竹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周
某的密切接触者冷某某得知县疾控中心发
出了解除自己集中医学观察的函后，心中
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立即在微信朋友圈
中说：“我今天终于解除隔离可以回家了，
感谢大家对我及家人这么多天真诚关怀
……恭祝竹城人民早日取得抗击疫情胜
利。”

冷某某是一名医生，大竹县首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周某曾在他的诊所输液
3 天。周某成为疑似病例后，大竹县疾控
中心第一时间赶到他的诊所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找寻冷某某及曾
与患者密切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大竹县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指挥部办公室同时发布
公告，紧急寻找在冷某某诊所输液的人。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重要
最紧迫的工作就是早发现、早隔离，关键在

‘早’，反应在‘快’，隔离在‘准’，消毒在‘狠
’。如果晚了，密切接触者可能发病，或者
又传染了别人。疾控中心就要尽一切可
能，以最快的速度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链
条，保障人民健康。”袁东娅说，围绕一例疑
似和确诊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往往是一
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患者
去过的地方多，活动范围广，需要逐一摸排
调查，还因为一旦密切接触者出现症状或
确诊成为患者，那么他（她）曾经接触过的
人，也就成了密切接触者，又要开启新一轮
的摸排调查。如果一旦涉及大竹以外的地
区，还要和外对方的疾控中心取得联系。
仅仅围绕被确诊的周某，就一共排查了144
人。由于行动迅速，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
均已超过隔离期限，且无发热等可疑症状，
已解除隔离。

反复消杀 和病毒比仔细

脱掉冬衣，套上白色的防护服，戴上护目
镜，背上消毒喷雾器……在大竹首例新冠肺
炎患者周某的家中，疾控中心消毒指挥组的
工作人员调配好消毒药水，开始消杀工作。

消杀工作可不是个轻松的活。为达到
消毒效果，一般采用喷洒消毒和熏蒸消毒，
喷雾器装满消毒药水后大约有50多斤重，
虽然天气寒冷，可两桶消毒剂喷完，队员们
密闭的防护服里衣物早就被汗水打湿。除
了消耗大量体力外，含氯消毒剂也让队员
吃够了苦头。

疾控中心目前使用的消毒剂是过氧乙
酸，这种消毒剂无色透明，在-20℃也会爆
炸，浓度大于 45%就有爆炸性，极不稳定，
每天需要专业人员调配成原液后静置
24-48小时，加水稀释，用酒精灯火烤挥发
后方能达到消毒杀菌效果。但过氧乙酸
具有非常强烈的腐蚀性和刺激性气味，对

眼结膜、呼吸道刺激特别大，在当前防护
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佩戴普通的护目
镜和口罩根本无法忍受，稍有停留就有晕
倒的可能。可消毒组的队员们不仅每天
都在进行喷洒，特别是在确诊患者的家
中，还要紧闭门窗，甚至要趴在地上，眯着
眼、憋着气，往返多次进入，确保每一寸空
间、每一个角落都能消毒，才算是完成一
次消毒任务。

大竹县疾控中心副书记江帆介绍，目
前成立了 6 个消毒指导组，先后对全县各
医疗卫生健康机构、12个检测留验点、2个
车站、城西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点和县城
区农贸市场、超市、宾馆、会议室等人群聚
集场所进行了现场预防性消毒指导，指导
消毒面积约 43 万平方米；对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家庭场所及物品进行
消毒，消毒面积约2053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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