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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2022 年 12 月初，韩雨的愿
望是带着 220 位老人“闯入决赛
圈”，平安跨年。她是山东一家
养老服务中心的院长。韩雨在院
内实行最严格的封闭管理，“我
们进了‘八强’‘四强’，圣诞
节都挺过了，结果 12 月 27 日，
院内开始出现感染。”她无奈地
承认，这一次确实无能为力。
　　2022 年 12 月 20 日， 当 公
司运营的养老院出现第一例新冠
感染者时，邱楠蒙了。她是一
家连锁医养机构运营企业的总经
理，公司管理着长三角地区多家
养老院和护理院。她运营的养老
院封闭管理时，老人不再集体活
动，所有护理人员三级防护，出
入老人房间时，手部、足底要消
毒两次。送入养老院的物品，室
外就地消杀，静置 24 小时后，
才能拿进去。
　　过去三年，因脆弱人群高度
聚集，养老机构是封闭管理时间
最长的场所之一。随着防疫政策
调整，各地迎来感染高峰，社会
面感染者激增，养老院、福利院
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一位养老行
业从业者将养老院形容为“孤
岛”，不少机构已破防。养老机
构正在经历什么？当过去防控经
验不再奏效，养老院又该如何更
好保护老人？

“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
立马崩盘”

　　过去三年，邱楠曾支援过武
汉、上海、广州等地的养老院疫
情防控，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经验。
　　“新十条”发布后，养老机
构的封控管理标准并未降低。
2022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发布《新冠重点人群健
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
对养老院等重点机构的管理。多
地养老院继续实行封闭管理，包
括老人在内的所有人员，只出不
进。
　　封闭管理时，邱楠管理的养

老机构，所有护理人员穿戴防护
服和 N95 口罩、一次性工作帽、
鞋套、防护面屏和双层乳胶手套，
还要再套一件隔离服，在固定时
间为老人送去一日三餐。为降低
气溶胶传播风险，养老院关了空
调，封了每个楼层的下水道。此
外，院内进行严格的“三区两通
道”管理。其中一家养老院出台
了详细的电梯使用规范，标明 8
部电梯送饭、送药、人员进出等
不同功能和可停靠楼层，尽可能
避免人与人接触。
　　2022 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期
间，邱楠用这套办法，帮助上海
一家养老院实现零感染。但如今
的破防，让邱楠体会到一种无力
感。“过去社会面感染人数少，
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能都有感染
者，养老院很难独善其身。”她
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之前多
地养老机构都在封控管理，但从
未遇到社会面大规模疫情，去年
12 月，突然被推到战场，只要
有一点疏忽，就会立马崩盘。
　　韩雨在一个 400 多人的全国
养老院院长微信群中，关注大家
的动态，“保守估计，‘新十条’
发布后，群里百分之五六十的养
老院已经破防”。受访的北京、
上海、山东、浙江、湖南的一些
养老机构提到，当地民政部门现
在已能接受养老院出现新冠感染
者，“知道防不住”，重点是要
求提升转运、救治能力。但截至
1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获悉，
仍有一些地方政府通知当地养老
院，要求不得对外公开院内感染
的实际情况。
　　多位养老院从业者事后复盘
推测，病毒主要通过气溶胶和接
触传播，击穿了养老院的防线。
一些家属会给老人送一些爱吃的
食物，当社会面放开，一些物品
不可避免是由感染者送来的，“比
如家属送来了地瓜，我们能怎么
消毒？”韩雨提到。2022 年 12
月 20 日晚上，在收到家属送来
的物品后，该院一位老人开始发
烧，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北京一家普惠性养老机构负

责人 1 月 6 日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机构仍在严格封控，每天
早上和晚上，采购人员分两批给
自己的机构送生活物资。该负责
人举例，比如白菜，不能每片都
撕下来，只能整体性大面积消毒，
但冬季气温太低，消毒液刚喷出，
就会冻在物品表面。新冠病毒在
低温下能存活更长时间，该院一
位接触物资的员工最先被感染。
　　也有一些受访者至今都没确
定病毒的来源。去年12月 20日，
湖南一个县级公办民营养老院出
现第一例感染者，之后的8天内，
几乎所有员工和老人都“沦陷”。
院长秦枫推测了几种可能性：养
老院的空调和电梯出故障，或是
下水道堵塞时，他们需要请人维
修，虽然要求对方持 48 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并穿戴防护服，但
很难保证他们工作时做到完全防
护。此外，日常有卧床老人生病，
120 的急救人员会进到院内，用
担架抬走老人，这也有可能导致
院内感染。
　　过去的防控经验正在失效。
当机构内出现感染者时，邱楠以
最快的速度分区、隔离、消杀，
却怎么也赶不上病毒传播的速
度。2022 年 12 月 20 日 起， 她
管理的一家养老院进行核酸检
测，查出 5 个人阳性，立即转入
隔离区。第二天，院内全员核酸，
13 人阳性，第三天，又增加了 7
例感染者，第四天，她取消了核
酸检测。当地疾控部门建议她，
疫情已防不住，要将重点从防控
转向监测老人症状，如有发烧等
症状，就原地隔离，“这个办法
很好，也减少了老人内部引发恐
慌”。
　　12 月 17 日，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一旦出现
缺口，养老院的格局和居住密度，
决定了它很容易被大面积感染。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从发现第一
例新冠感染者，到老人和员工集
体感染，只发生在短短几天内。
　　一套成熟的防控流程，可以
让养老院的感染速度慢下来。不

新冠感染潮下养老院“孤岛求生”：只要
有一点疏忽，就会立马崩盘

再核酸检测后，邱楠让护理
人员的防护从三级降为了二
级防护，不穿戴防护服，减
轻工作负担。老人有发烧等
症状，但血氧饱和度没有
低于 93％，或体温不高于
38.5℃，可以留在原楼层，
其他非服务人员在外部接
应，最终全员感染时间延长
到了半个月。
　　“我们养老圈里有个统
一的说法，叫区域静默。”
在上海运营三家养老院的周
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感染的老人和员工留在自己
房间或楼层，尽量减少区域
间的传染。在周鹏看来，过
去一个月，养老院采取区域
静默的方式，更务实和有效。
上海的一些养老机构入住率
高，或建筑面积小，区域静
默帮助了不具备单独隔离条
件的机构。另外，卧床等半
自理、半失能老人不用转移，
有更熟悉的生活环境，互相
照应，而且护理人员不用分
配到隔离区，避免了人员不
足。更重要的是，感染速度
减慢，护理人员的压力降低，
在轮班制下，以时间换空间，
给各机构的员工提供了喘息
的机会。

“提前做好预案，在
实践时却手忙脚乱”

　　2022 年，韩雨负责的养
老机构一共封控了 4 个月，
未有老人感染。去年 12 月
14 日，她曾给院内老人家
属写了家书，并和同事与家
属进行了两次电话沟通，希
望有精力的家属能把老人接
回，避免未来在养老院感染，
但最终没人来接走老人。
　　2022 年 12 月底，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在一次讲座中推
荐，对于脆弱人群，要从症
状、血氧饱和度、体温、脉
搏四个方面监测，建议家中
常备血氧仪。一般来说，养
老机构会帮老人量体温、血
压或者血糖，血氧饱和度并
不在日常监测指标范围内。
当一些养老院开始出现感
染，从业者才意识到，血氧
仪不够用。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
韩雨托关系分两批买了 10
台血氧仪，保证每一个楼层
都有一台设备，彼时单价已
经从 100 元涨到 400 元。去
年 12 月末养老院破防后，
她要求护理人员每天给老人
做三次血氧、三次体温和三
次血压监测，“有时候老人
血氧饱和度会瞬间下降，很
担心他们会有憋气等症状，
要及时发现，给他们输氧”。
　　多位养老机构从业者提
到，在去年 12 月上旬，养
老院都曾出现少药、没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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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年，
因脆弱人群高度
聚集，养老机构
是封闭管理时间
最长的场所之
一。随着防疫政
策调整，各地迎
来感染高峰，社
会面感染者激
增，养老院、
福利院不可避
免受到影响。一
位养老行业从业
者将养老院形容
为“孤岛”，不
少机构已破防。
养老机构正在经
历什么？当过去
防控经验不再奏
效，养老院又该
如何更好保护老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