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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战战疫疫情情
２０20年 3月 18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陈艺│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

来自一线的报道

“您去过武汉或湖北的其他地方吗？”
“近一个月出过京吗？” ……3月11日下午3
点， 记者跟随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
病控制科副科长孙亚敏出任务， 她正在对
一疑似病例人员提出一串问题。

流调工作者是疫情防控第一线， 他们
不进病房， 但始终冲在一线， 也近距离接
触病患， 对疑似病例采取生物样本， 调查
信息， 统计数据， 为全市疫情防控科学决
策提供流调数据情况。

“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流调’这个词到
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流行病学调查，
我们相当于对切断传染病传播起重要作用
的‘特种部队’。 ”孙亚敏这样介绍。

海淀区疾控中心流调二组的工作人员
便是其中一支， 每天他们出入隔离病区和
办公室之间， 用专业的职业素养默默无闻
地坚守着没有硝烟的岗位和疾控阵地。

针对本次疫情， 孙亚敏就是流调组的

一员， 组里按照24小时排一次班。 无论何
地发生了疑似病例， 她和同事们都要第一
时间赶往现场， 包括发热人员的家里、 单
位或者医院， 跟对方面对面接触。

“一般我们的流程是， 信息组接到疫
情报告， 上报给流调组组长， 然后通知疫
情处置人员， 准备物资出发。” 孙亚敏介
绍说， 她通常会到现场穿上隔离服， 依次
穿戴好帽子、 N95口罩、 第一层手套、 防
护服、 第二层手套、 鞋套和护目镜等。

在流调过程中， 让孙亚敏觉得最棘手
的就是一些被询问人员的不配合。 “这个
换位思考， 我也能理解， 本来发热人员就
有恐慌心理， 再半夜接受询问， 更增加了
抵触心理。”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天生的责任， 让
孙亚敏在疫情来临后， 身上的担当更重了
疫情面前。 “疫情面前， 我们迎难而上、
全力以赴！” 孙亚敏说。

流调工作人员将采集到的鼻、 咽拭子样本小心翼翼的封存。

工作人员等待着入境旅客抵达， 用消毒面纸擦拭护目镜内的雾气。

工作人员为转运入境旅客大巴上的
座位套上塑料膜。 工作人员帮旅客提行李到指定区域内消毒。

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旅客的行动轨迹。

进进出出一遍遍的全身消毒， 已成为工作中的日常。

追追寻寻病病毒毒踪踪迹迹的的““特特种种部部队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