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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病例背后，
数量庞大的“密切接触者”

“张医生，你快 来看看我们小区这个病

例。”2 月 20 日晚，黄冈市黄州区一社区接待

室内，张斯钰被好几名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他

们着急向这名疾控女专家请教，该如何锁定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

此时，黄冈市正值拉网式大排查期，大量

基层疾控、社区、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办

事处人员以及下沉到一线的各党政机关、职

能部门还有公安部门人员都在挨家挨户寻找

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

张斯钰，成了这场大排查的幕后军师之一。

2 月 16 日，湖北省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曾

提出，流行病学调查是湖北防控工作的薄弱

环节。就在当天，黄冈市中心城区黄州区就有

873 名确诊病例——而区疾控只有十几名工作

人员。

“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的流行病调查工

作量很大。”为此，张斯钰除了参与涉及病例

数大、情况较为复杂的流调外，还有一个重

要职责——通过一场场培训，为奋战中的一

线人员“擦亮眼”，帮助他们准确、快速地找

出“密切接触者”。

流调培训，为一线人员“擦亮眼睛”
期间，张斯钰共主导了两次培训。第一次

培训有一百多人参加，主要是社区人员；第二

次培训的参与者有两三百人，基本覆盖了黄州

区所有社区和参与排查的基层党政干部。

按照流调要求，所有调查人员需仔细询

问确诊病人病史，包括基本信息、家庭情况、

发病和就诊情况、基础疾病情况、活动情况、

人员接触情况等，发病前三天的活动轨迹尤

为重要：去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他们

有没有戴口罩？

通过张斯钰的培训，很多基层人员对流

调有了全新认识。比如一名社区人员就在张

斯钰的提醒下，又对小区内的一名确诊病例进

行了补充调查。

“他发现，患者在住进定点医院前还去过

小诊所。在第一次调查时，这一点被漏掉了，

在之后的调查中又补充了进来。”张斯钰说。

晚间，张斯钰到各个社区走访，每到一

个社区，都会有不少工作人员围上来——多

长时间内和病例有过接触、什么样的接触范围

和接触程度才算是密切接触者？虽然有了理论

“武装”，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家还是有些拿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张秋盈  陈泱   通讯员  李合锋

很硬核：备战湖南战“疫” 
拆快递，是网购一族的乐趣，但如果寄来的快

递是新冠肺炎病毒样本呢？

夏昕就要收到很多这样的“病毒快递”。 

1 月 21 日，湖南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诊。但鲜少有

人知道的是，冲锋的号角早已在湖南省疾控中心微生物

检验科吹响——原来，在 1 月 28 日前，湖南省内所有的

新冠肺炎感染疑似病例样本都要被送到这里复核，经多

次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才能最终“定性”。

“湖南疫情的高发期是从 1 月底延续至 2 月上旬，那

段时间压力是最大的。”夏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有时样本检测刚做完，到了下班时间，正准备去消毒时，

便又收到了一批新样本。

“当时长沙很多医院都在等我们的检测结果。样本

结果一旦呈阳性，医院就会将确诊患者送到长沙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集中收治；如果呈阴性，将继续隔离观察，

直至 2 次检测阴性（间隔 24 小时），才能放至普通病房

继续治疗。”正因如此，夏昕的工作变得不分白天黑夜。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初起之时，夏昕所在的微

生物检验科实验室就已经未雨绸缪。“科里的大部分队员

都接受了生物安全培训、实验培训。同时，我们还采购

了多个品牌的核酸检测试剂，以确保所有疑似病例样本

的检测结果零差错。”

在夏昕此前的工作中，一旦省内出现可能存在传染

性的疑似病例，她会第一时间前往收治医院采集多份样

本，之后分离出细菌、病毒的菌株、毒株，从而与 39 种

法定传染病“一一对号”，最终找到“罪魁祸首”。

如今，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决定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

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它成为了第 40 种法定传染病。

很严谨：6 小时无声较量
实验前消毒、核对分装样本、加样本到荧光 PCR 反

应体系、提取病毒核酸、实时荧光 PCR 分析、判断检测

结果、废弃物处置消毒……每份疑似病例样本的检测实

验，无异于一场疾控人员与病毒的无声较量。

夏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每轮样本检测需由两

名实验人员协力完成，检测前，防护装备必须“武装到

牙齿”。“穿两件隔离防护服，套双层医用防护手套，戴

N95 口罩、护目镜，头上还得套个面屏。”

之后，实验员来到省疾控中心设立的 BSL-2 实验室

（即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从密封箱中拿出装有样本的

取样管，仔细核对取样人信息，之后才放入生物安全柜中。

接下来的核酸提取，是最关键的一环。夏昕介绍，

此时生物安全柜保持在负压状态，通过将外界空气经高

效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柜内，再将柜内的空气向外抽吸，

可以避免样品和人员被污染。

揪出病毒，她是“白衣猎手”

预警者

夏昕，湖南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副

主任技师。她的工作是对各市州医院送

上来的病毒样本进行检测——新冠肺炎

疑似病例的确诊，通过她来“一锤定音”。

她每日与病毒面对面，是抗“疫”战场

上的“预警者”。截至 2 月 24 日，湖南

全省共进行核酸检测 3.7 万余次，其中，

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实验室为上千

人份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1200 余次。

“通常，核酸提取分机器提取和手工提取两种方法，

机器提取的特点是效率高、速度快，一次只需半小时，

但效果不如手工提取。”夏昕告诉记者，手工提取需要

不断在样本中添加萃取液和溶剂，尽可能地去除样本中

的杂质，“这样的操作要求很精细，至少需要 1 个小时”。

随后，将多次“提纯”的病毒核酸添加到之前配好的检

测试剂里，最终通过荧光 PCR 检测仪器，得出结果。

黄冈排查，背后有位“湘女军师”

侦察者

张斯钰，湖南省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业

技术人员。2 月11日，她同另一名同事

一起，来到湖北省黄冈市疫情最为严重

的黄州区，帮助当地疾控中心做流行病

学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

即通过一系列调查手段，判定确诊病例

的感染来源，并找出密切接触者，是控

制传染源、杜绝输入和扩散的关键。

不准。

“首先要确定病人是什么时候发病的，然

后再往前推三天，每一天都在哪里、干了什么，

和谁接触、有没有带口罩，一定要非常细致。”

张斯钰告诉他们。

“那如果一家人分开住在楼上楼下，楼上的

家人从来没有下来过，也没有一起吃饭，厕所

也是分开的，这种算不算密切接触者？”有社

区人员问张斯钰。她回答 ：“如果没有下来，也

没有接触餐具，就不属于。”

那天晚上，张斯钰一共走访了 3 个社区，

第二天上午又走到了4 个，“社区人员也很着急，

有时候我还没到，她们就提前到临近社区来找

我。生命无小事，大家都一门心思想把事做好”。

见招拆招，基层调查者“一百问”
除了讲解专业知识，张斯钰也会分享一些

流调“小窍门”。

有的患者发病前还在工作，但其所在公司

人数众多，社区人员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张

斯钰给出的建议是，可以联系单位要求协助，

调取当天的出勤纪录和人员安排。

扫一扫，
分享疾控侦察者故事

还有的患者是在社区附近开门店的老板。

“每天这么多人买东西，怎么查？”社区人员十

分苦恼。张斯钰支招，现在很多人会用二维码

支付，通过查询二维码收款信息，就可以知道

哪些客人和该门店老板有过接触。

还有的患者，实在想不起之前几天做了什

么。“我就告诉社区人员，可以让病人看朋友

圈等来帮助回忆。”

大排查任务重，不少居民不愿配合。“住户

把我都拉黑了。”社区人员向张斯钰抱怨。更

有甚者，还会遭到居民的威胁，被打骂的情况

也出现过。

“我会告诉他们，按照现在的法规要求，

必须要对确诊病例进行调查，如果居民不配合，

你可以先让派出所给他们打电话，讲讲法律的

制约，让他们明白调查的重要性。”张斯钰说。

截至 2 月 24 日，黄冈市的大排查暂告一

段落。接下来，她需要集中精力深入调查几起

聚集性疫情。“现在仍然是攻坚战，虽然艰苦，

但大伙儿劲往一处使，我们很有信心。”张斯

钰坚定地说。

在抗击新冠肺
炎的战场上，除了
治病救人的医护人
员，疾控工作者也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战“疫”一开
始，全省各级疾控
便 迅 速 拉 响“ 战
斗警报”，9000 余
名 疾 控 人 奋 战 在
抗“疫”一线。他
们有的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和实验室检
测，与病毒“短兵
相接”；有的追踪
病毒传播路径、排
查感染人群，成为

“疾控大侦探”；有
的 奋 战 在 社 区 街
头，驻守在广袤乡
野，开展消毒、防
控工作……他们让
病毒无处可躲，让
疾病无从蔓延，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和社会大局
稳定。

为此 ，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于 2
月 22 日 和 23 日
分别采访了奋战在
抗“ 疫 ” 一 线 的
女疾控人，通过她
们的讲述，重现那
些或惊心动魄或严
谨缜密的“疾控战
斗”。

“虽然核酸检测试剂盒上写着‘1.5 小时出结果’，但

算上前期工作，往往一份样本的检测最长需要 6 个小时。”

夏昕补充说，在新冠肺炎发病早期，由于患者病体内携

带的病毒量较多，检测结果很容易呈阳性，但患者病情

从轻症转向中、重症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体内的病

毒量也会逐渐下降。

“这样的疑似病例样本，有可能呈阴性假象。所以，

我们一旦遇到同一份样本、结果却完全相反的情况时，

通常会重新采集咽拭子、肛门拭子，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很惊心：正面对抗处处危情
尽管有了层层“武装”，但与高致病性的新冠肺炎病

毒“面对面”，风险时刻存在。

夏昕透露，市州医院寄送样本，正规操作是将采集

的样本放在试管里，套入防水密封袋，再存放至医用罐

中，最后再放至减震泡沫盒中贴封条打包。不过，夏昕

最初收到的样本，包装却各不相同——有的罐盖没拧正

卡紧，里三层外三层裹成了“粽子”，甚至有些样本试管

不是套进塑料袋，而是塞入一并寄来的手套或帽子里。

无奈，夏昕只得脱下防护手套“赤膊上阵”。一次，

因为罐盖打不开，她和搭档的女同事一人抱着罐子，一人

使劲往外拽，“回想起来有点后怕，因为没做任何防护”。

实验室里，也是处处危情。

“医用面屏、护目镜都是半封闭式的。”夏昕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由于他们使用的医用防护物资规格

一样，但每个人的头型、脸型不同，导致有些同事的口

罩很容易因出汗滑落。“我记得有次搭档的男同事因为口

罩不贴合脸型，在实验中滑下来好几次，很容易被感染。”

如今，湖南新增病例接连几天“零增长”，夏昕需要

检测的病毒样本也相对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闲下

来。“我们正参与一个新冠肺炎血清检测项目，如果效

果好，就能推荐给全省各医院门诊，到时候，病人只需

抽血，再等上 10 分钟就能拿到初步筛查结果。”

作为一名在湖南省疾控中心工作了15 年的疫情防控

“老兵”，夏昕在秉承“精准快”工作理念的同时，也要

保证能“一锤定音”确诊病例。“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一旦医疗资源枯竭，疾病防控就会崩溃。那时，就会有

源源不断的病人出现。所以，寻找、控制传染源，切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就是我们疾控人员的使命。”

疾控声音 >>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最关键的环

节是诊断、救治、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

者的判定和管理、被污染环境消毒。在这五

个环节中，除了救治环节由临床医护人员承担

外，其余四个环节都由疾控人员负责或需要

疾控人员参与。

可以说，疾控人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健

康守门人”作用。

为了打好这场战“疫”，省疾控健全防控

机制，科学开展疫情风险研判，全力保障新

冠肺炎核酸检测及时高效，发挥技术优势精

准指导防控。为了规范公共场所、交通枢纽、

社区、学校等重点场所的防控指引，省疾控

紧急增设 14支疫情防控机动队，组织防控专

家下沉到14 个市州开展防控指导和工作督导，

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原则，严把疫情防控“关口”。

针对疫情期间网络流言问题，省疾控积

极推送各类新冠疫情防控科普知识160 篇；

围绕群众最关心关切的问题，出版《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问答》书籍1 本。

此外，省疾控联合各市州区县设立 24小时咨

询电话150 部，解答群众问题，反映群众诉求。

把传染病防控的“独角戏”变成人民广泛参

与的“大合唱”。

此外，省疾控系统还分别在 2月11日至

23日之间，选派了3 批专业人员支援湖北黄

冈和武汉的现场流调工作、流行病学调查排

查和巡回督导工作，以及不明原因感染来源

调查、聚集性疫情调查、样品采集、实验室

检测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工作。

现在不少企业单位复工复产，加上天气晴好，

市民们也按捺不住想要“逛吃逛吃”的心，娃更

是在家宅不住。那么，现在出门安全吗？能够把“吃

喝玩乐”提上日程吗？为此，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采访了湖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刘富强。

专家问答 >>

Q现在疫情似乎已经有所缓解，长沙的网红奶茶店甚至排起了长队。那么，普通市民是否已经可以外出就餐？

A目前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就餐，在家合理用餐；若需外出就餐，原则上不超过 2人。
就餐期间，市民应配合餐饮企业做好体温检测、实名登记并实行分餐制、隔离就餐，间隔距离不低于2米；市民不购买、不食用野生动物等“野味”；倡导无接触配送，市民通过网络订餐平台合理选购商品，定点取餐，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的病毒传播。

能放肆吃吗？

Q近来天气晴好，不少市民外出享受阳光，在长沙烈士公园等地游客较多。那么，

在公园这种通风场所是否相对安全？

A目前长沙已经有几天没有新增病例了，但安全防范措施仍不能少。比如，逛公园还是要

戴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不集中锻炼健身。市民在室外通风处（公园、小区、街道）

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就相对安全。此外，游客在购买门票、刷卡入园、验证验票、安检等需

要排队的场所，都需要间隔一米。公园的管理部门也要做好游客提醒以及消毒通风等工作，

特别在一级响应未解禁期间，公园内禁止举办各类活动，封闭空间参观活动一律停止。

能放肆玩吗？

Q孩子在家憋了很长时间，家长能否带孩子外出“放风”？怎样才是安全的活动范围？

A一般来说，让孩子出门走走、晒晒太阳也是可以的。但目前情况下，仍需戴口罩；与人保持距离，两米为佳，不要聚集；建议就在小区散步，或者去附近公园稍微逛一逛即可；不要特意到人流密集的景点游玩，也不要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

孩子宅不住怎么办？

Q现在很多企业单位都已复工复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A新冠肺炎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在人员密度较大、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比如公交、地铁之类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危险系数较高。因此，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已消毒的班车上班。对于不得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的人员，请务必佩戴口罩，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也可佩戴一次性手套；乘客应保

持安静、减少交流。 

上班如何选择交通工具？

高立冬

日常，夏昕爱
美，喜欢“红妆“；
工作，她全副“武
装”，勇气十足。

2 月 21日上午, 张斯钰在黄州区体育路社区指导
基层调查员开展密切接触者排查工作。

湖南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

扫一扫，
分享疾控预警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