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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实习生 刘行 浦东报道

两支流调队伍迅速集结

演习从上午9：30开始。浦东新区眼病牙

病防治所会议室，十几名医生神情严肃——

刚接报，某医院眼科接诊了1名病例，该病例

被诊断为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俗称“红眼

病”），当日下午，该医院又接诊1例“病患”，

第二天连续接诊4例，两天共接诊6例急性出

血性结膜炎。医院门急诊登记本显示，这些

“病人”均来自浦东新区惠南镇第二小学。

第三天上午，该医院眼科打电话报告新

区眼防所预防科，预防科立即电话通知惠南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防医生，赶往学校核

实“疫情”。而后，眼防医生从惠南镇第二小

学卫生老师处得知，近期，多个在校学生出

现了眼睛红、肿痛等疑似红眼病的症状。

随即，预防科人员向分管领导汇报，新

区眼防所迅速集合卫生应急队伍——流调

一组由大团、祝桥、惠南、周浦、北蔡的防控

人员组成；流调二组由高桥、川沙、金桥、金

杨、陆家嘴的防控人员组成。

“疫情”通报完毕，医疗组长井然有序地

给医生们分配任务，之后便来到了诊治红眼

病“患者”的病室，在与诊治了患者的医生了

解情况后，两组医生带好防护及疫情处置相

关用品到惠南镇第二小学进行调查。

深入班级实地了解“疫情”

到达发生”疫情”学校，医生从卫生老师

处得知，第一位“患病”的学生在6月13日上

午被发现，是四（6）班的学生，当天下午在该

班又发现一例。第二天四（6）班再添一例，而

邻班四（7）班也出现了一“患病”学生。

医生们立刻前往发生“疫情”的两个班

级，先是宣传了红眼病的预防措施，提醒大

家不要用手揉眼睛，又询问了在场学生中有

没有感到眼睛不舒服的。这时，早已在班级

中入座、扮作学生“病患”的一位医生，俏皮

地举起了手说：“老师，我感觉不舒服！”顿时

引起了学生们的一片哄笑，这位“同学”被确

认为疑似病例后获准请假回家。

与此同时，有两位医生正在给已经确诊

的同学家长打电话，在获得了“患病”学生的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后，开始询问“患病”学生

是否有发热、身体疲劳、眼睛刺痛、畏光等症

状。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医生在电话里反复

嘱咐“患病”学生家属，须获得医生的证明和

签字后，才能让孩子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另

有两位医生给疑似“患病”的学生做现场取

样，以便可以更加快速地得到化验结果，而

化验结果一般在2至3小时后便能得出。

加强新区卫生应急能力

就在医生们进行演习时，本来在医务室

休息的两个学生，带着一脸好奇目不转睛地

看着医生。“我本来不清楚红眼病是什么，大

概眼睛会很红吧！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就算

眼睛痒也不可以去揉。”其中一个小男孩

说。虽然孩子们并不十分明白“红眼病”是

什么，但通过这一场医疗演习，孩子们却掌

握了平时眼睛不适时该如何应对，以及家长

在什么时候需引起警惕。

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相关负责人周伟

介绍，夏天高温多雨，湿热环境下细菌容易生

长繁殖。“红眼病从几个月的婴儿至八九十岁

的老人都有可能发病，一般每6年左右会出

现一个小高峰。”今年，新区正好处于爆发流

行“大年”。周伟说：“由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已经‘休息’了5年，医生们也需要这样一场

防控应急演练来模拟疾病爆发时的情况。”

有关专家提醒：“红眼病”是一种通过接

触传染的眼病，多发于春夏季节，患者通常

会出现眼睛红、眼涩、怕光、眼中有分泌物等

症状，严重的可伴有头痛、发热、疲劳等症

状。该病流行速度快，常常一人得病，在 1
至 2 周内就造成全家感染，甚至会在幼儿

园、学校、工厂等场所广泛传播。因此，医生

建议市民要在工作生活中注意个人卫生，在

参与公共活动之后，双手尽量不要揉眼睛。

新区今年拉响红眼病预警
发热 身体疲倦 眼睛刺痛 畏光须及时就医

按照红眼病爆发

规律，今年浦东新区

发生红眼病爆发流行

可能性较大。6月15

日，新区眼病牙病防

治所举行了首场红眼

病应急防控演习，检

验本区各相关单位对

红眼病疫情的应急指

挥和组织协调能力，

以便及时发现和规范

处置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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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医生前往发生“疫情”的班级询问登记。 ⑥一位扮作学生“病患”的医生正在接受现场取样。 ⑦医生向学校发放应急眼病药物。

⑧同学们正在认真阅读由医生发放的红眼病防治宣传册。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朱泉春

①医院发现连续接诊的学生来自同一所学校。

②医生前往“疫情”学校进行调查。

③医生从校医务室了解“患病”学生情况并做详细记录。

④医生打电话给“病患”学生家长了解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