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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急诊总人数
1820，接诊内科人数 847，抢
救室滞留人数 98，24 小时
120车次135……”在复旦大
学附属闵行医院急诊科工
作群内，医护人员汇总了 1
月 2日的急诊数据，急诊科
主任孙克玉说，“我们平时
急诊量1000多人，滞留多的
时候20多个，急诊内科一天
最多300多人。近期高峰急
诊量最高达到2000多人，急
诊内科近千人，滞留 100多

人，抢救室滞留的都是晚上
过来，第二天要办住院的。”

上午 10 点半，一辆救
护车驶入医院，医护人员
立即接诊。这位患者 90多
岁，从养老院送过来，到医
院时检测显示血氧饱和度
只有 80 左右。此时，急诊
抢救室内的床位已经满
员，抢救室外的候诊大厅
内也挤满了留观床位。原
先供患者候诊的座椅已经
拆掉，空出来的大片区域

改成了“临时观察室”，躺
着留院观察的病人。

“这位患者的情况需要
马上吸氧，给了他一个氧气
枕先吸着，然后医生立即进
行评估，神经内科正好空出
一个床位，就将这位老人安
排到了神经内科先住下。”
急诊抢救室护士长谢海香
说，这次新冠很多年轻人会
发高烧，很多老人不一定会
发高烧，但来了后都有低氧
血症，这也是最近接到最多

的情况。从去年 12月 19日
开始，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
院急诊科的就诊人数迅速
增加。

“满屋子的人，分流不
出去。”当天，有人在工作群
里发了一条消息，而这只是
就诊高峰的开始。进入高
峰期，该院最多一天接收
120救护车 200多车次。急
诊人数不断增加，医院采取
了分流措施，向其他科室分
流。

急诊室直击 这类人群重症偏多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最多一天接诊2000多人，患者多为血氧饱和度只有80左右的老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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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小伙黄可（化
名）最近有些烦心，他没有想
到他的一条提醒亲朋好友的
朋友圈被人截图后广泛传
播，让蒙脱石散一夜脱销，并
登上新年第一天的热搜。

2日，上游新闻记者联
系上黄可，他表示，自己已
经在当地派出所做了笔录：

“民警说，XBB攻击心血管
和拉肚子属于虚假消息，但
我只是发在朋友圈，并没有
主动散布到微信群、微博等
公众平台，所以民警只是对

我进行了批评教育。”记者
随后联系了江苏网警与无
锡网警，但对方并无回应。

据黄可介绍，此前他也
曾在朋友圈发布过一些自己
对于疫情的见解，提醒亲朋
好友们囤常备药品。2022年
12月30日，黄可突然在一些
群里发现了自己的朋友圈截
图，从内容上看，是一位将他
备注为“所内打印机”的好友
截图发出来的，随后蒙脱石
散等药物一夜脱销，登上新
年热搜第一。

此后网络流传他在无
锡某工厂的研究所修打印

机等传闻，黄可表示，“其实
我不会修打印机，我做的是
共享打印机网络这块。”

黄可随后也在朋友圈
再度发文，表示文字内容都
是自己的个人理解和猜测，
因为发现很多人拿带自己
头像的截图断章取义，还有
卖货的也在发，再加上对自
己莫名其妙被人骂成是带
货药贩子感到非常不爽，1
日晚他又在微博上发帖，主
动承认自己就是截图中那
个发布内容的人。“我就想
着自己发个微博，这样大家
的矛头好歹有了集中点，而

且这件事的主要责任不在
我，而在那个传播者。”

“朋友圈的所有内容都
是我自己搜索所得，自己总
结，但是主攻心脑血管和拉
肚子事后忘记出处，所以我
发了第二条朋友圈说明
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不
知情，文章是发在私人朋友
圈，我也没有主动散布到微
信群、微博等公众平台，网
上所有截图均是别人截的
并且转发，我的手机里有所
有微信群聊天记录可以证
实没有发过。”

2日下午，黄可告诉记

者，无锡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还是找上了门，“下午就去
做了笔录，手机朋友圈的内
容全部拍照留档了，民警表
示，重点是 XBB1.5 主攻心
脑血管和拉肚子未经证实，
属于虚假消息，所以不要在
朋友圈发布。以后如果有
各种建议请私聊亲友，不要
在朋友圈发。这次我不是
主动传播者，也从来没有主
动在任何群和公共平台发
布，所以批评教育为主。”

“我也问了截图的溯
源，说我是受害人，能不能
找到传播的，警察叔叔说

难，太多了。”黄可表示，“我
只想热度早点结束。”

“朋友圈其实也是公共
空间，并非这位网友理解的
那样，只是个人的私密空
间。”重庆市律协刑民交叉专
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志和智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公
典律师表示，“如果当事人在
主观意识上能判断该消息是
谣言或者是虚假信息，不管
是原创还是转发，都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位网
友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也
没有主动传播，我认为警方
只对其批评教育是合适的。”

让蒙脱石散一夜脱销的是他？
当事人发声：是自己的好友截图发出来的，很多人拿带自己头像的

截图断章取义，还有卖货的也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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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2023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但对于白衣“战士”而
言，在这个特殊的冬天，他们从未放弃拼搏。

3日上午10点半，一辆救护车驶入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90多岁的患者血氧饱和度只有80左右，医护人员立即接诊。进
入急诊大厅，原先供患者候诊的座椅已经拆掉，空出来的大片区
域改成了“临时观察室”，这里躺着不少留院观察的病人。

进入重症就诊高峰，众多医护人员坚守第一线。复旦大
学附属闵行医院启动“全院收病人”“全院帮急诊”“分流内科
诊室”等多项措施。

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介绍，该院收治的重症患
者以高龄、男性为主。

也是从这周开始，大量
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我是我们科室最早感染
的，去年 12月 19日回来后，
就进入了急诊高峰。”孙克
玉说，从事急诊工作 20 多
年，从来没有这么忙过，每
天转个不停。

在孙克玉的办公室里，
摆着一张折叠床，有时候时
间太晚了就住在这里。除
了协调各项工作，他有时也
出现在各个岗位上。

“进入急诊高峰后，阳

了的医护人员发高烧的休
息一两天，没有发烧或者发
着低烧的基本都在坚持。”
有天晚上 9点多，一位护士
找到孙克玉失声大哭，“她
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压力太大了，病人像潮水一
样涌进来，来不及做，医护
人员自己也发着烧。之前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然后我就和他们说怎么简
化流程等。”

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谢海香一直在咳嗽。她去

年 12 月 20 日阳了后，一天
也没有休息。“因为我来了，
就是她们的精神支柱。就
是做不动，也可以给她们协
调。”谈到最近的急诊情况，
谢海香数次忍不住流泪，

“急诊工作量几倍地增加，
同时医护人员也感染了，很
多都发着烧，这些都是尽可
能要安排休息的。但是我
们这些姑娘，都是做急诊
的，都知道现在的困难，她
们都跟我说‘今天夜班我必
须上掉’，发着高烧，还在上

夜班，是不应该的，但是确
实没有办法。老百姓和医
务人员都要互相理解，都挺
可怜的。”

“现在还在高峰的平台
上，现在就是最艰难的时
候。像张文宏主任说的，预
计还将持续两周时间。”孙
克玉说，现在病房已经收满
了，有人出院才能空出床
位，最大困难就是病人需要
住院，但是“一床难求”，未
来预计救护车送来的车次
会降下来。

“我们这些姑娘，都说‘今天夜班我必须上掉’”

重症就诊高峰到来，急诊最多一天接诊2000多人

医生说，最高峰的时候要等候6个小时左右，3日
开始候诊时间缩短了，估计在2个小时左右

重症就诊高峰已经开
始，目前医院正在逐渐找
回秩序，患者候诊时间也
在逐步缩短。

“最高峰的时候要等候
6个小时左右，今天开始候
诊时间缩短了，估计在2个
小时左右。”附属闵行医院
门急诊办公室副主任邵金
炎告诉记者，“从1月3日开
始我们多排了人，本来一般
早上急诊内科是3个人，现
在急诊内科白天是5个人，
晚上有6个人，双休日多的
时候有9个人。同时，补液
的量一次可以开个两三天，
不用每天都来排队开，还有
一些分流到发热门诊。”为
了应对重症就诊高峰，该院
启动了“全院收病人”“全院

帮急诊”“分流内科诊室”等
多项措施。孙克玉介绍，原
本这些病人是要内科收治
的，比如急诊内科、消化内
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
肾脏内科、全科医学科、老
年科等，现在所有科室都会
收治。抢救室的医生从原来
的9个，增加到了17个，增加
的8个医生是从病房抽调下
来的，然后其他科室的医生
再补充到病房。

“我们医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也有联动，经过几
天治疗、病情稳定了的病人
会转往社区医院，及时把床
位腾出来。此外，原本位于
急诊1楼的内科诊室搬到了
医院科研楼1楼，大大分流
了人流量。”孙克玉说。

候诊时间从6小时缩短至2小时，
医院逐渐找回秩序

孙克玉也提醒，轻症
患者或是稍微有些咳嗽、
氧饱和度还好的患者可以
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
病配药，同时营养支持非
常重要。还需要注意的
是，在急诊患者中，也有部
分患者看到氧饱和度有些
低就会立马跑医院，但是
到医院复测很多都没有问
题，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
买指脉氧仪，出现胸闷、气
急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仁济医院的急诊科副
主任徐欣晖负责急诊监护
室工作，“相比仰卧位平躺，
重力都压在肺上，俯卧位可
以更好地改善肺通气，而每
为一位患者做俯卧位通气，

往往需要四五名医护共同
完成。”他说，“监护室内共
有 15张床，每天处于满负
荷运转状态，还有部分患者
在排队等待床位。

重症医学科主任皋源
说，元旦假期里，包括研究
生、轮转医生及科室医护
在内的 180余人几乎全部
上岗。

在谈及近日收治的重
症患者特点时，皋源介绍，
以高龄、男性为主。

皋源坦言，“我们心痛
地发现，不少患者到院时
已经错过最佳时机，切莫
因为急诊人多就想在家熬
一熬，预防轻症转重症比
救治更重要。”

建议购买指脉氧仪，
出现胸闷、气急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