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健康科普

宣传周”和“医院开放
日”活动的开幕式上，

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组组长、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
出，世界范围内，疫情

尚未结束，可能还会

再次蔓延，我国仍然
面临输入性病例风

险，希望大家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巩固

防疫成效。

张文宏的演讲

从100 多年前说起。

法国的微生物学家
路易·巴斯德在显微

镜下发现了细菌，他

马上意识到这是件非
常可怕的事情———一

旦人类在与细菌的交
手中失去先机，会导

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而后，巴斯德发明了

巴氏消毒，还发明了

第一个狂犬病疫苗。
“他知道疫情控制要

始终走在疫情前面，
否则将落到非常被动

的局面。”张文宏说。
他同时谈到了另

一位非常知?的美国
医生爱德华·特鲁多。

特鲁多被一种感染性
疾病———结核病所折

磨，临死前都未找到
攻克办法。但特鲁多

说过一句话，成为了
许多医生的“座右铭”———“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张文宏说，
“我们有时感到非常无奈，因为能够治愈

病人的机会非常少，大多数时候只能去
帮助病人免除一些痛苦，最多的时候，我

们可能只能去安慰病人。”
人类与自然界共同进化发展时，将

一直受到自然界中微生物的威胁。张文

宏说，无论是新冠还是结核病等，每一种
传染病或感染性疾病，基本上全来自于

自然界。可以说，没有一种传染病在人类
可以彻底消除，人类面临的风险是持续

的，人类不得不学会与微生物长期共存。
同时，只有占得先机，才有可能战胜它。

秋冬将至，张文宏觉得人们更要当
心的是流感病毒。他认为，流感病毒通过

进化，获得了在人类社会当中长期存活
的能力。如今人类没有能力把流感病毒

从人类世界驱逐出去。但是，这不代表我
们对流感束手无策。“每年注射一次流感

疫苗，这是目前比较有效的预防方法。”
针对市民所关心的“第二波疫情”的

话题，张文宏也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
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今已不可能再

进一步扩大检测范围，所以第二波疫情
的预警是必然的，只能采取更严格的防

控态势，并等待疫苗问世。
目前，虽然上海没有本土病例，但是

不代表没有风险。他希望大家保持良好

卫生习惯，也建议在学校内多推广常态
化抗疫策略，采取一些减少人群密集的

措施，如上课时分开坐，聚集的时候戴口
罩、常洗手、课桌椅消毒、室内通风等。中

国仍然面临输入性病例风险，但他相信，
国家的防疫体系、医疗能级、检测网络都

越来越强大，整个局面仍然是可控的。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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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病房走一走，VR视频
看一看，医疗新科技就在上海
医院的日常诊疗间；体验穿脱
隔离防护服，跟着医护人员的
示范再做一遍“六步洗手法”，
防疫知识常记心间。9月 1日，
一年一度的上海市市级医院
“市民健康科普宣传周”和“医
院开放日”活动拉开帷幕。一周
内，市民可走进 39 家市级医
院，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学习健
康科普知识，感受医院医学积
淀的厚度和人文关怀的温度。

    疫情防控如何做？防护服如何穿脱？上海39家
市级医院邀市民现场感受———

沉浸体验带你换个视角看医院
首席记者 左妍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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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龙华医院，药学部的主管

药师潘宇炯带领市民参观中医
制剂室，并介绍了中药煎药和浓

缩的过程，制作工艺要求等。潘
宇炯说，龙华医院自制制剂有一

百余种，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龙华

医院更是发挥中医药特长，两种
抗击新冠肺炎的医院自制制剂

“麻杏清肺颗粒”“肺炎清解颗
粒”获得备案许可并投入临床使

用，助力疫情防控。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

家们也为市民带来了“防疫精神
食粮”。“新冠疫情发生后，从全

社会的焦虑情绪到如今的‘防疫
新常态’，大家都找回了生活的

秩序感，现在我们也进入一种新

的生活状态。”中心党委书记谢
斌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帮

助更多市民朋友走进医院、走近
医生、了解科普，今后我们也将

用更多健康理念、健康知识、健
康技能为每个人穿上无形的防

护服，共同拥抱健康的生活。

一系列活动，打破医疗机构
的专业性和相对封闭性，在防疫

新常态背景下，向市民展现市级
医院诊疗、工作场景，通过浸润

式体验，提高群众防病意识和健

康素养，同时加强医患互动与沟
通，共同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王兴鹏介绍，为充分发
挥医学科普在城市公共卫生建

设中的作用，申康中心汇集 39

家市级医院的优质科普资源，打

造具有公信力的“上海市级医院
健康科普”网络平台，并于 9 月

2 日至 9 月 7 日期间每日推出

一个科普话题，同步在“申康科
普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专家科

普直播推送，把“防疫经验”转化
为市民健康生活方式，为构筑城

市公卫“防火墙”再添新翼。

    一直以来，学习“救命知识”

始终是市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
这次，各家医院充分利用各项资

源和设备，将生动的急救体验课
程展现给参加活动的市民代表

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院
区举办了“急救夏令营”活动，多

位资深护理人员现场演示心肺

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用创
伤急救等应急救护知识，并结合

当前疫情防控新常态化管理要
求，加入了洗手、戴口罩、咳嗽礼

仪等科普知识宣教。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邀请

了部分市民代表来到十院骊山
路临床医学实训中心、智慧科

普馆，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学习

心肺复苏急救措施。戴上 VR

眼镜后，体验者可以看到“患

者”猝然倒地的具体环境，比如
公园、街道、地铁站等，这个场景

也会在现场大屏幕上投屏显示，

虚拟仿真技术让心肺复苏教学
更具急救现场的真实性。十院

重症医学科姜维医生告诉体验
者，在模拟现场两侧、体验者穿

戴的手套，以及模拟人身上都
安置了动态捕捉摄像头，可以

捕捉到体验者的操作动作、动

作频率等，形成一系列数据传

输到电脑中进行现场分析，能

及时反馈出体验者动作是否标
准，按压频次是否够，按压力度

是否达标，“患者”是否能被有效
救回。即便是模拟演示，现场也

非常紧张，当模拟人心跳恢复的
瞬间，体验市民忍不住长吁一

声，整个人的状态也随之放松下

来。“一直以为只要像电视剧里
演的那样按压几下就可以了，

但今天有医生指导，自己又实
际试了试才发现，其实按压的

位置、手势都有讲究，而且对体
力考验也很大，自己试了以后

感觉都快虚脱了，不由地对医
务工作者深表敬佩！”一位体验

者表示。

    除了现场观摩诊疗过程、听取

医生对治疗技术的讲解，常态化防
疫下的特殊流程与措施也吸引了市

民代表的注意。昨天，上海市口腔医
院·口腔病防治院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客人”———奋战在黄浦区外滩街

道抗疫一线的志愿者们。口腔科在
诊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的黏膜、唾

液、血液、分泌物等“密切”接触，是
不折不扣的“高危”场所，因此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环节。这群志愿者亲
身体验各项防控措施，从医、患之外

的第三种视角了解口腔医疗机构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下的运作。
外滩街道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

周徐英表示，除了直观感受医生工
作状态，大家还学到了感染防控的

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怎样戴口

罩能够避免手对口罩的污染？手卫
生的要点有哪些？消毒剂怎么用才

既有效又安全？医院开放日为提升
健康教育成效、优化健康传播，提供

了一个有益的平台。

    “大白”究竟是怎么装扮的？自

我防护缘何成为感控环节的重中之
重？昨天是开学第一天，西南位育中

学的 19?同学走进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医学模拟实训中心，上海第

八批援鄂医疗队副领队、六院党委
副书记范小红为同学们演示和讲解

了穿脱防护服的要领，并指导同学

们自己动手，从口罩、手套、护目镜，
到穿脱防护服，感受一把“大白”的

艰辛。范小红还为在场的同学们讲
述援鄂期间的抗疫故事，将抗疫精

神薪火相传，鼓励同学们奋发图强，
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核酸检测是临床一线的‘侦察
兵’，那核酸检测需要哪些步骤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同学们走进检验
科，探索显微下的神秘微观世界。通

过学习，同学们知道了核酸检测是
对新冠肺炎病人筛查的重要工作流

程，它为临床提供实验室指标和准
确诊断信息依据。检验科工作人员

在取样后，进行标本转运、样本灭
活、试剂准备、提取扩增等步骤，步

步谨慎，确保结果质量精准，肩负着
零感染零漏诊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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