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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台州07

□公卫医师

市疾控传染病防制科

每天追着病毒“跑”

□公卫医师

市疾控中心理化实验室

测百“毒”，护安全

在台州市疾控中心有这样一个

科室，他们或端坐于电脑前追溯病

例数据，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询问

了解，或置身于田间地头、水塘屋后

采集标本……这个科室就是传染病

防制科，急性传染病监测及应急处

置、病媒生物防制、消毒与感染控制

等都是他们的工作。

用副科长梁鸿镖的话说，每天

追着病毒“跑”，是他们肩上的责任

和担当。

在抗疫最前线流调溯源

梁鸿镖，2012年入职台州市疾

控中心，辗转多个科室后，在传染病

防制科“扎了根”，并逐渐上手流调

工作，成了流调业务上的行家里手。

“流调全称是流行病学调查，简

单讲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搞明

白走过的路、遇到的人和发生的

事。”他说，对于一些公共卫生事件，

流调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准传播链、

管控传染源，起着追根溯源的关键

性作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1
月 18日，恩泽医院报告一例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梁鸿镖等“传防人”第

一时间奔赴一线，打响了我市疫情

防控阻击战第一枪。

“你好，我是流调员，请问你在某

天去过哪里，接触过哪些人……”最

初的电话流调，已经记不得打过多少

个，后来同公安一起开展病例流调

时，研判管理密切接触者、提供三区

划分建议、撰写疫情分析研判报告等

工作，更马虎不得。

核酸检测报告往往半夜才出结

果，相关人员需要手机24小时在线，

随时待命。疫情最吃紧的时候，科室

人员经常半夜三四点接到通知，并

立即赶往阳性病例事发区县参加流

调，通宵达旦是常态，有时甚至连续

两三天不怎么睡觉。

“早一点弄清行程轨迹，就能早

一点跑赢病毒传播速度，切断传播

链，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就是凭借这

样的信念，梁鸿镖和同事还参加了余

杭、天台、路桥等较大疫情的应急处

置，为群众健康争分夺秒。

防控期间监测指导不停歇

除了流调，传染病防制科还承担

着这几样工作：疫情监测、冷链食品监

测、集中隔离点设计和管理督导、涉外

港口的指导、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改造

等。

疫情监测不用说，是重中之重，每

天需要蹲在电脑前，了解数据和走势。

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国外疫情通过进口

食品输入，为了把好关，监测也不能疏

忽。

再如发热门诊改造。“发热、咳嗽、打

喷嚏等是感染新冠肺炎的主要症状，为

了将出现这类症状的患者隔离开来，医

院发热门诊改造相当重要。”梁鸿镖告诉

记者，以前大部分医院发热门诊设计老

旧，但也不了解如何改造，他们就充当了

指导员。

改造后的发热门诊要保证三区两

通道，即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及

医生通道、病人通道，还要具备空气循

环方面的要求。医院的设计图纸被陆

续送到科室，大家一张张看过去，一个

个标出来，修改再修改，这才有了市民

见到的规范发热门诊。

织密台州公共卫生
“防护网”

许多人认识传染病防制科，是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事实上，市民

的日常生活也跟这个科室息息相关。

所有人群一年四季都易感的流

感，是传染病防制科的主要监测对象。

在我市，台州医院和市立医院作为两

家流感哨点医院，定期记录流感样病

例的人数。“通过这个比例和走势，可

以判断近期流感活动趋势，给市民提

供指导意见。”梁鸿镖说。

出现禽流感等疫情，他们也要及

时前往处理。

夏季，病虫害增多。尤其是随处可

见的蚊子，容易引起登革热。这是一种

由登革热病毒引起，经伊蚊叮咬传播

的一种以发热、皮疹和全身疼痛为主

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

“我们在各县（市、区）都设了流动

监测点，在有积水的地方查找是否有

蚊子幼虫，记录数量，监测数据变化。”

就在上周，梁鸿镖去了趟温岭，为当地

登革热监测提供指导。

类似的工作还有很多，每个“传防

人”的桌上始终堆着写不完的材料和

报告。不过，无论是盯在电脑前和数据

打交道，还是去现场抽丝剥茧寻线索，

唯一不变的是为市民健康着想的心。

梁鸿镖说，这些琐碎复杂的工作，就像

台州的公共卫生“防护网”，只有织密

了，才有保障。

记者 王艳/文 受访者供图

在台州市疾控中心6楼理化实验

室，你经常能看到理化检验科人员忙

碌的身影。水质分析、有毒物质检测、

污染物风险监测……检验科的工作繁

杂且严谨，但这支由8名经验丰富的

实验人员组成的风险监测队伍，每天

却乐在其中，与检测试剂、仪器为伴，

寻找潜在的“风险因子”，默默守护着

百姓的健康与安全。

精密数据背后的辛苦

“当当当……”理化实验室里传来

切菜板的阵阵响声。看到这番热闹场

面，千万别以为走错“片场”，事实上，

这是理化检验科的实验人员正在进行

样品制备。

或许，在大家的固有认知里，高大

上的实验室，平日里走的一定是枯燥、

严谨的科技高冷风，但其实，实验人员

日常的检测对象，相当接地气。

“食品、化妆品、生活饮用水……

这些日常大家能接触到的，都要通过

我们的严密检测，每一步误差，都可能

严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对待这

份工作，细心、严谨的态度非常重要。”

张海君说。

每年的 6-8月，海边易出现赤潮，

产生有毒藻类。贝类摄食这些有毒藻

类后，会在体内蓄积、放大以及转化等

过程中，形成具有神经肌肉麻痹作用

的赤潮生物毒素。人体一旦超量食用，

会出现麻痹性中毒的现象。

“因此，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

对市面上近百份双壳贝类中的贝类毒

素，如东风螺、蛤蜊、蛏子中的多种抗

生素，以及海瓜子、泥蚶、毛蚶、泥螺、

蛏子中的五氯酚钠进行检测，确保老

百姓吃到的都是安全、健康的食物。”

张海君说，由于贝类样本量大、处理步

骤多，如果不及时检测，容易导致样品

发臭。因而，实验人员短时间内的工作

量非常大。

开壳、除足丝、取可食用部分、匀

浆、装瓶……每份样品需要取样 100
克，碰到海瓜子、小血蛤这类肉量极少

的样品时，更是麻烦。

“小小的实验室里，大家就这样

每天从早忙到晚，腰酸背痛是常事，

但从没有一个人喊过累，为的就是让

大家能吃得安心。”张海君说，像这样

的化学类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量，

每年都有数千份，涉及上万个监测数

据。

烤鱼片中隐藏的河豚毒素、豆芽

中残留的喹诺酮类抗生素、海捕虾中

非法添加的二氧化硫、蔬菜中残留的

农药等风险……“大家听过的没听过

的，都在监测范围内，我们就像‘侦察

兵’，总是主动出击，寻找潜在的食品

安全化学风险因子，默默守护食品安

全的底线。”张海君说。

带着民生温度

虽然每天面对数不清的仪器、冰

冷的试剂、枯燥的数字，但检验科的工

作，却一直带着温热的民生温度。

2020年，台州一企业内的数十名

员工，体检时发现尿中总砷出现异常升

高，这一数据很快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难道是职业性砷中毒？

“我们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到现

场参与流调和生物样本采集，同时进行

实验室准备，以便在接受样本后，能以

最快的速度为患者提供检测结果。”张

海君说，为了进一步寻找患者尿液中总

砷升高的原因，科室检验人员连夜加

班，对18份血样、尿样、头发中砷的形态

进行分析，最终排除了无机砷中毒的可

能性。

“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出现

尿中总砷升高的员工，前一晚或多或少

都吃了皮皮虾。”根据多年海产品检测

和以往的砷中毒处置经验，张海君断

定，尿中总砷升高一定与海产品的摄入

存在联系，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猜

想。

找到原因后，所有人心中的“大石

头”总算是落了地。“像这样的案例，我

们虽然每年遇到的并不多，但极其考验

科室预先检测能力的储备量。”张海君

说，这也对科室所有实验人员掌握的技

术和能力，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深耕检测领域

在张海君看来，作为疾控的“眼

睛”，理化检验科不仅是公共卫生的前

沿阵地，也是广大市民生命健康的“守

护者”。

“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的食品安

全、环境安全、职业安全保驾护航，近年

来，我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检测能力，从

无机质谱、有机质谱等方向，实现了检

测方法从无到有的突破，检测能力从原

来的100多项扩大到700多项。”张海君

说。

除了开展日常检测任务外，科室还

在全市理化检验领域，率先建立了生物

样本（血、尿、呕吐物等）中 16种贝类毒

素、10种鼠药、琥珀胆碱、8种抗凝血剂、

150多种农残、28项无机元素、6种蘑菇

毒素、米酵菌酸、乌头碱等项目的检测

技术平台，以及空气中67种挥发性有机

物的鉴定。

科室开发的多个多组份快速检测

方法，弥补了我市食品、水质、中毒应急

检测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应急检测能力

水平在全省地市级疾控中心中名列前

茅。

“检测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很有意

义。”在张海君看来，随着社会进步，科

室预先检测能力的储备要求越来越高，

这样才跟上民生发展的速度，切实做好

公卫保障工作，“我们希望未来能不断

在这个领域深耕，提高自己的能力，守

护好大家的健康安全。”

记者 王怡/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