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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据文汇报 4月24日，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
礼在上海就中医药相关话题接受媒
体采访。谈及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的
救治，张伯礼认为，要强调多学科合
作，集体发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从而控制病情、逆转病情、降低病
亡率。

从中医角度看，上海本轮疫情仍
是“湿毒夹风热”

张伯礼说，从中医角度看，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新冠肺炎的核心病因
病机与之前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仍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
为感受疫疠，仅由于地区、气候、饮
食习性等因素的不同，在证候特征
上稍有区别，出现夹寒、夹热、夹
燥、夹瘀的表现，比如西北地区表
现为夹燥，而上海仍是一种湿毒夹
风热。

因此，根据上海当地特点，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九版）》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上海
市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来指
导治疗。

无症状、轻症患者使用中医药
后，减少转重率、减少出舱时间

方舱医院对于分类分层救治发
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上海方舱医院
收治了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
例，在方舱医院中大规模使用中医药
疗法。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治疗，张伯
礼表示，西医无症状，中医有证候。
例如一些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没有新
冠肺炎的症状，但可能会有倦怠无
力、舌苔腻、大便黏滞不爽、脘腹胀满
等中医证候表现，在这个阶段及时用
中医药干预，起到调节免疫功能作
用，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使其不成
为确诊者，也促进核酸快速转阴。因
此，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积极干
预，主要目标是促进核酸快速转阴，
防止病情进展，早日达到出舱标准，
回归正常生活。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九版）》原则，我们使用

‘三方三药’，加上上海拟定的协定方
药，从前期使用情况看，新冠病毒感
染无症状、轻型患者使用中医药干预
后，在减少转重率、减少出舱时间等
方面显示出了良好的疗效趋势。”张
伯礼说。

对老年患者新老疾病兼顾、扶正
祛邪、治疗关口前移

老 年 人 基 础 疾 病 多 ，感 染 后
病情容易出现恶化。对于上海的
老年感染者，目前中医药采取了
什么救治方案，效果怎么样？对
此，张伯礼表示，确诊病例中 60 岁
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占到三成；与
此同时，大部分老年人患有基础

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中风、痴呆、肿瘤、尿毒症等。
这些因素与新冠肺炎加在一起，
会导致病情严重，而且病情进展
快，容易转成重症、危重症，需要
格外关注。

为提高上海市老年新冠感染
救治成效，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发病表现，结合老年发病特点及
以往救治经验，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基
础上，对老年感染者的治疗以加
快 核 酸 转 阴 ，减 少 病 情 加 重 ，减
少 病 亡 率 为 目 标 ，结 合 三 因 制
宜 ，辨 证 施 治 为 原 则 ，在 国 家 专
家 组 指 导 下 ，形 成《上 海 市 老 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药救治工
作专家共识》。

张伯礼总结了三个原则：
第一，“新老疾病兼顾”。治疗新

冠肺炎，更重视基础疾病治疗，尤其
重视基础疾病的变化。从治疗经验
上看，单纯治疗新冠并不困难，但夹
杂着不稳定的基础疾病治疗起来比
较棘手。

第二，“扶正祛邪”。老年人往
往正气不足，脏腑虚损，气血不畅，
痰浊瘀滞等基础病证较多，感染新
冠病毒后容易迅速加重，需要重点
救治，在治疗时，要注重扶正，保护
正气，采用比如益气活血、益气养阴
等方法。在祛邪上，注重“清”和

“通”，可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
方药。

第三，治疗关口前移，先症而
治，截断病势。患者从无症状到有
症状是一个过程，需要提早干预。
在临床上，虽然有些老年患者看似
是普通型，但当出现发热持续不退、
神昏不清、大便秘结、痰黏难咳、肺
部渗出不吸收等症状时，就要抓紧
时间治疗。比如，有些几天不大便，
舌干苔燥，呼吸喘促，需要用通腑泄
热，急下存阴的方法干预，让其大便
通畅，随之而来的呼吸也会有所改
善；有些痰黏难咳症状，咳不出痰导
致血压升高、肺部渗出不吸收，需要
用清热祛痰的方法减轻症状。关键
在于，抓住当时可能影响健康导致
疾病恶化的症状，先症而治，阻断病
势发展。

“总体来看，就是要分辨高危人
群，重视基础疾病变化，多学科联合，
早期干预，辨证论治，一人一策，抓住
主要症状和核心病机确定好中西医
结合临床救治方案策略。”张伯礼说，
在用药时机上体现“早、快”，在治疗
策略上体现“清”“通”等关键要素，有
时可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先症而
治，并注重调节机体整体状态，避免
老年患者进展为重症，截断病势，减
少死亡。

“早+准”，对重症患者“一人一
策，一人一方，一天一方”

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张
伯礼认为，首先要强调多学科合作，
包括重症医学科、呼吸科、营养支持、
护理、中医等，每个学科发挥各自优
势、集体发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从而控制病情、逆转病情、降低病
亡率。

张伯礼表示，中医根据基础疾
病等因素，对每名病人当下最危险
的因素，采取辨证的方法和有针对
性的治疗策略。具体来讲就是一个

“早”、一个“准”，早发现、早预警、早
研判、早干预，采取针对性精准治
疗，“一人一策，一人一方，一天一
方”的方法施治。

具体治疗上要“快”，有时还要
“稳”，耐心观察症状变化，稳定不
加重就是好。有时还要“托”，阳气
虚脱要采用大剂参附回阳救逆，力
挽狂澜。在治疗药物上采用中药
注射剂，中药保留灌肠，人参粉、大
黄粉冲服，针灸疗法等。在急症用
药上，通过给予血必净、痰热清泵
推，安宫牛黄丸等内服，用药味要
少，用量要大，疴症用重剂。这对
于稳定病情、阻断进展可起到很好
的作用。

“为加强危急重症患者中医救
治能力，我们组建了由具有丰富
的传染病救治经验的上海市名中
医和岐黄学者等组成的市级多学
科中医专家组，除全面参与市级
中、西医专家联合查房和会诊外，
每晚固定时间举行市、区定点医
院危重病例会诊和讨论，并明确
工作要求和联系制度，每日统计
危重症病例中医药救治情况，对
病情较重或者伴复杂基础疾病的
病例进行逐个会诊，确保中医全
程参与新冠救治，做到中西医结
合，为危重症患者提供了优化诊
疗方案的建议，进一步提高了中
医救治水平。”张伯礼说，目前已
制定《上海市新冠肺炎重症危重
症必备中药目录》，要求各医院做
好储备，有药可用。

奥密克戎是否会引发后遗症，还
需进一步观察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人们就
关注是否存在后遗症，也有将之称为

“新冠后状态”“持续症状”。
张伯礼表示，患者核酸转阴、符

合相关指标要求之后就可出院出
舱，但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治愈，有的
人免疫功能还未完全恢复，还有的
人因为新冠病毒对心脏、肝脏、肾脏
等造成损伤，功能指标还不正常。
因此，对于新冠肺炎出院出舱患者，
还需要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总结武
汉及以后历次疫情患者康复情况，

部分患者有疲乏无力、肌肉酸痛、心
悸、气喘、焦虑失眠、脱发等情况。
经过积极康复，多数人的相关症状
基本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逐渐
消除，也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康
复。一部分患者可以配合药物治
疗，一些患者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比
如打太极拳、八段锦，还有食疗、药
膳、心身调控等手段，积极主动地促
进康复。

张伯礼认为，由于奥密克戎变
异株出现的时间较晚，对其所可能
引发的后遗症还需要更多的观察。

“整体来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后
出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多，患者治愈
后出现的后遗症或者持续症状，也
比早期毒株所导致的症状相对较
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
有的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出院后
可能会有不适的症状。”他说，国家
专家组和上海市的同行正进一步深
化这方面工作，延续之前康复的经
验，不断优化康复路径和方法，采取
积极的干预措施，让治愈者的身心
达到更好的状态。

尤其要注意的是，治愈者自身
也要进行积极的心态、精神状态调
整，主动参与康复。对此，张伯礼建
议：“更应该强调社会上不歧视新冠
肺炎患者，对他们应该要有更多的
关爱，为他们康复提供更好的环境
氛围。”

“我们要坚定走自己的路，走‘动
态清零’的路”

在张伯礼看来，“动态清零”和
“绝对清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动态清零’是采取积极的措施，
发现一起、扑灭一起，不是说绝对不
让疫情发生，核心内涵是快速发现疫
情，快速采取措施来阻断疫情的持续
性社区传播。”

张伯礼认为，如果中国不实行
“动态清零”方针，按照中国的人口
密度、人口结构，一旦放松疫情管
控，会面临病毒广泛传播、重症和死
亡数量巨大的后果。“上海此次疫
情，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队伍前来
支援，才避免了医疗资源被挤兑，如
果完全放开了，重症患者大量出现，
又该需要多少医疗资源才能应对？
如果真到那个时候，经济发展、社会
交流该如何进行也难以想象，每个
人都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被感染，生
活又如何才能安心？”

张伯礼强调：“我们要坚定走自
己的路，走‘动态清零’的路。武汉之
后国内出现了几十起本土聚集性疫
情处置实践证明，我们有能力实现

‘动态清零’，形成一系列经验，以较
小代价取得了较好效果，保障了人民
群众健康和社会经济稳步增长。”

■赵征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在沪接受媒体专访

中西医结合，控制病情逆转病情

据文汇报 新冠阳性感染者符合
条件出院，带到方舱医院或定点医院
的衣服和个人物品该怎么处理？市
卫生健康委介绍，离院前，医院将对
相关物品和环境进行终末消毒，包括
对患者行李、衣物、个人物品等自身
携带物品进行清洁消杀；使用过的一
次性用品、生活垃圾和遗弃物作为医
疗废弃物处理。那么，个人要怎么
做，才能减少将病毒带回家的风险
呢？上海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所
医师张玉成给出健康提示。

市民回家后，首先要做好个人
清洁。将物品放置在阳台通风处,
换下的外衣、鞋子等，也可一并放
置在阳台通风处。洗手后，来一次
彻底的沐浴，沐浴结束后，再去更
换干净衣物。如果一家人同时回到

家，只能依次完成个人清洁，则建
议尚未完成个人清洁者仅在小范围
内活动。

张玉成提醒，新冠病毒一般很难
在环境中单独存活，大多数常见消毒
剂都能杀灭它。此外，新冠病毒对紫
外线和温度也很敏感，56℃下处理30
分钟即可杀灭病毒。

个人清洁工作完成后，可以开始
按品类对物品进行消毒。“戴好口罩、
手套，穿戴围裙。准备好所需消毒剂
等相关物品，尽量在阳台通风处开展
消毒。”张玉成说。

先对衣物进行消毒。耐高温的
小件衣物首选煮沸消毒，衣物放入锅
中，加水没过，水烧开后保持10分钟
以上，再取出正常清洗即可。耐褪色
耐腐蚀的衣物可用 1 份 84 消毒液加

99份水，其他可用于衣物消毒的消毒
剂也可使用。消毒液浸泡消毒10-30
分钟，取出后，清水漂清，再正常清洗
即可。不能水洗的衣物可在日光下
曝晒4小时以上，期间注意翻面。厚
重的衣物可以多晒一会儿。

然后再对电子产品等小件硬质
物品消毒。眼镜、手机、数据线、身份
证、钥匙等小件物品，可使用酒精棉
球、消毒湿巾或蘸取酒精的软布擦拭
消毒。要注意，用医用酒精擦拭电子
产品时，先关机；勿直接喷洒酒精，以
免造成设备短路；注意不要渗入听
筒、充电口。

水杯、奶瓶等物品也要消毒。耐
高温的物品可煮沸消毒10分钟以上
再使用；不耐高温的物品消毒液浸泡
消毒10-30分钟，然后用清水充分漂

清消毒液。书本、纸质票据、证件等
可在日光下曝晒4小时以上，注意翻
开，翻面。如遇阴天，可在阳台通风
处放置几天再回收。

阳性感染者在离家前没有对家
里消毒，回家后要不要先做个全屋消
毒？张玉成认为，一般没有必要。阳
性人员从家里转运后，一般专业消毒
人员都会上门对家庭开展一次终末
消毒。回家后应对家里进行彻底的
清洁，可对怀疑受到污染而遗漏的物
品开展消毒。

此外，出院出舱人员返回小区
时，也不必进行额外消毒。“尤其不得
使用消毒剂对治愈人员直接喷洒消
毒。如有必要，可待治愈人员回到家
后，对其所乘电梯、室内通道进行一
次消毒。”张玉成说。 ■李晨琰

出舱后，个人物品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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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靓

打通“特殊药品配药难”和“药店
派单难”两大堵点，串起城市“送药
链”，眼下，有一群杨浦青年穿梭在药
房、医院、社区，化身“配药侠”，成为
上海街头的一抹亮色。

近日，杨浦团区委和杨浦区青年
联合会部署开展了“青春战疫，健康
接力”杨浦青联社区代配药品专项志
愿服务。4月20日启动至今，居住在
杨浦的市、区两级青联委员积极报名
加入，而且这支“配药侠”队伍还在不
断壮大。

急单：跑上跑下不愿放
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
帮到居民就好”

志愿服务启动第一天，区青联
常委汪路加和区青志协理事王立夏
所在的特殊药品代配项目组就接到
了来自大桥街道的一个急单，一名
肿瘤患者即将断药，而她的药物需
前往位于徐汇区的上海肿瘤医院开
具。志愿者们立刻赶往居委会拿到
了该患者的医保卡和病历卡，但到

达医院后发现当天没有专家门诊，
只能开到普通的国产药，不巧的是
患者对该药物过敏，必须使用专家
门诊开具的进口药。于是，他们和
患者约定第二天再配。

第二天一早，两位志愿者又赶
到了医院，然而网上挂好的专家又
因封控而停诊了。“今天难道又要无
功而返吗？”王立夏不愿放弃，跑上
跑下咨询了很多工作人员，后来，王
立夏想办法挂上了加急特需号，最
终配药成功。而此时，“金牌骑士”
汪路加也早早等在门外，快马加鞭
地赶回居委会。

从接到急单到药品抵达居民手
中，刚好过去了 24 小时。面对居委
会和居民的连声感谢，志愿者们如释
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能帮到居民就好。”“我们一定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

大单：未雨绸缪、做足功
课，初诊无医保也能配

4月22日，志愿者们接到了一个
来自新江湾城街道的“大单”，有8位
居民即将断药，需要去三甲医院配

药，他们中有心脏病患者、糖尿病患
者等。

区青联常委张莉和汪路加连忙
“接单”，他俩提前咨询了长海医院，
得知下午三点半就将结束挂号服
务。汪路加中午忙好工作，匆匆扒拉
了两口饭，就与张莉汇合前往居委会
领取了医保卡和防护用品。

“8位居民中有一位，既没有医保
卡又是在医院初诊，不知道这种情况
能不能配到？”配药前，居委会干部向
志愿者们提出了顾虑。随即，张莉拨
打了医院电话，提前咨询了代配药的
时间段和专窗，并了解到初诊且无医
保病人可以用身份证建档。一次次
挂号、排队、开药、领药，志愿者终于
如愿为8位居民配到了所需药物，送
到了居委会。

回到家后，张莉仔细整理了单
据，还根据代配药经验悉心制作了
配药提示，为其他志愿者提供指
南。“能为大家做点事，是很有意义
的，居委会连轴转，比我们更辛苦！”
张莉还把她的爱人拉进了志愿者队
伍，“我们夫妻俩可以齐上阵，争取
多完成几单。”

打通堵点，穿梭在药房、医院、社区——

杨浦“配药侠”串起“送药链”

图片由团区委提供

疫情当前，“志愿红”从未缺席——

“夫妻档”并肩战“疫”线
■记者 毛信慧

疫情当前，“志愿红”从未缺席。
许珏和过彭越就是活跃在社区志愿
服务一线的一对“夫妻档”。

白天“忙正职”，晚上“搞副业”
疫情伊始，来自杨浦区人社局的

许珏第一时间落实了党员报到。起
初，她只是参与核酸筛查秩序维护和
物资搬运，但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
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接连告急。“这
些都是抗疫战场上的战略物资，至关
重要。”许珏想到自己平时工作就负
责后勤保障，采买物资是她擅长的
事，为了志愿者们的防护安全，许珏
主动请缨，成为一名“团长”。

“成团”之路不容易，“团长”也不
好当，既要会找货源、会制图表，也要
会算账、会砍价，还要有过硬的协调沟
通能力，当好居民的“客服”。为了尽
快获得防疫物资，许珏迅速完成了统
计、制表工作，第一时间找到供应商，

“软磨硬泡”之下，供应商承诺当天发
货，并免去运费。许珏当机立断垫付
了一万多元，为整个小区采购了300件
防护服和防护面罩、口罩及手套等防
疫物资。当晚七点，物资准时送达，许
珏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许珏心里清楚，当“团长”责任不
轻，成团、购买、收货、发货样样流程
都要考虑周全，才能把好事办好。为
找到价格公道的物资，她货比三家，
与供货商讨价还价；为让账目清楚透
明，她完整保留供货商所有交易记
录、微信记录和转账记录，接受居民
监督；为确保渠道靠谱，她反复比对
上海政采网公开信息，只选具备采购

资质的保供商；为保障物资运送安
全，她从卸货到分装都严格按照流程
进行消杀，再由志愿者送至各家。

而“团长”只是许珏的“副业”，白
天协助居委会完成核酸检测等防疫
工作后，晚上回到家，她的“团长”工
作才刚开始。

她当“团长”，他做“团长助理”
在这场全民战“疫”中，许珏的丈

夫过彭越始终与许珏并肩作战，参与
为居民收发、消杀、运送快递及搬运
物资等志愿服务。尽管家中还有孩
子需要照顾，但他仍坚持每日至少服
务4小时。

许珏当上“团长”之后，过彭越就
自觉当起了“团长助理”，为妻子分担
压力。两人按照购买表格，合作完成
物资分装工作。每家每户的需求各不
相同，分装费时又费力，初次团购两人
用了一整个下午进行分拣和运送。

第一次当“团长”，许珏担心自己
力不从心，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够
同时兼顾好志愿者和“团长”两个身
份，不确定自己的一番努力与好意是
否会被人误解和质疑。在她焦虑不
安时，过彭越说：“抗疫是整个社区、
整个社会大家庭团结一致，共克时
艰，而在我们的小家庭里，就是我与
你一起，肩并肩齐上阵。我会一直在
你身边支持你。”最终，许珏的付出得
到了居民的信任和肯定，看到大家收
到物资时欣喜的眼神，还有微信群里
成排的感谢，她感到无比欣慰。

“我由衷地希望，待到疫情过去，
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
考验中变成更强大、更坚韧的自己。”
许珏说。

■记者 汤顺佳

此前，位于新江湾城街道的嘉誉
湾、加州水郡小区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被划为防范区后，出于对内部疫情
反弹的担忧，两个小区双双发起“团
购静默期”。也就是说，从4月20日
到24日，所有团长暂停组织新团购。

4月25日，静默期结束了。接下
来，这两个小区打算怎么做？团购的
安全性怎么提高？当天上午，记者前
往嘉誉湾小区，开展实地走访。

他们仍有自己的坚持：
“按需团购，缺什么买什么”

当天是嘉誉湾和加州水郡小区解
除“团购静默期”的第一天。在刚刚过
去的五天里，除居民自行网购的零星
散单外，团长们不再组织新团购，快递
量骤减三分之二。志愿者工作压力得
到缓解，大部分居民也表示配合。

“静默期前的半个月，我们陆陆
续续开了不少团，采购了蔬菜蛋肉、
米面粮油等物资。”嘉誉湾小区“团
长”之一黄柯表示，“经过事先问卷调
查，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人家囤的货
已经能保证5到7天的生活所需，而
小部分人的生活供给也能通过居委
会、楼组互助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小
区才发起了‘团购静默期’。”

如今，静默结束，一大早，居民群
里的团购接龙就重新开始了。不过，
这并不等于“放飞自我”，随便开团。
记者了解到，目前所团品类仍以基本
生活物资为主，诸如蔬菜、鸡蛋、肉
类、牛奶等。“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坚
持。大家应该确保按需团购，缺什
么，买什么。现在仍是疫情期间，我

们非必要依然不开团。”另一位“团
长”唐卓表示。

静默期“团长”和居委
会都没闲着：既做好内部管
控，又加强外部防范

其实，为期5天的静默期内，“团
长”们也没有闲着。他们中的不少人
重新梳理了供货渠道，审核不同商家
的营业资质与防疫情况，选择了一批
品质更好、性价比更高的供应商开展
合作。

此外，居委会一直在研究新措
施，防止“野团”泛滥。加州水郡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胡凌浩告诉记者，他们
已对各类物资的采购频率加以规范，
比如建议居民在一周内，蔬菜可以团
两到三次，肉类可以团两次，其他生
活用品按需团购，但不超过一周一
次。在此基础上，实行“总团长负责
制”，即每一个分团长将需要开团的
商品品类、数量随时上报总团长，由
总团长分配开团时间，保证同品类物
品的开团频率不要过高。

做好内部管控的同时，小区也在
加强外部防范。对于外卖员、快递
员，统一要求出示24小时内核酸检测
结果，无法出示的，需现场进行抗原
自测。对于外来包裹，小区还成立了
一支79人的志愿者团队，每天早上10
点到晚上10点，两人一岗，两小时一
班，专门负责包裹的消杀工作。消杀
完毕后，他们会将快递静置30分钟，
再交由物业人员转运至居民家。

“我们要努力守住大门，守住‘防
范区’。小小的自我约束，也许就能
换来集体更大的自由。”消杀组组长
郑瑜说。

小区“团购静默期”结束：谨慎开团，不会“放飞”

“小约束也许能换来大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