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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有群“离病毒最近的人”

李师傅是武汉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的一名后勤

人员。大年初一，他与家人
团聚时突然接到医院后勤负
责人打来的电话，要求赶紧
回到医院上班。开始时他被
安排做消杀工作，每天背着
装 满 消 毒 液 的 喷 洒 箱 在 楼
道、电梯里四处消杀，有时
候凌晨也会被叫起来开始消
杀工作。

后来医院产生的感染性
医疗废物越来越多，缺乏足
够的人力处理，所以李师傅
又被安排去处理医疗废物。医院的医
疗废物原本放在地下室暂存间，使用
红外线和药水消毒。但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医疗废物数量是以前的近十
倍，而且都是感染性医疗废物。“以前
我们的医疗废物放在垃圾桶后，都会
盖上垃圾桶的盖子。但现在医疗废物
实在太多了，不仅盖子盖不上，我们
还不得不把垃圾硬塞进去，有时装有
废物的垃圾袋在挤压之下会突然炸

开，严重威胁处理人员的安全。但为
了尽快收完垃圾，确保院区所有人的
安全，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了。”负
责医疗废物处理工作的周师傅称。

为解决感染性医疗废物堆积造成
的安全隐患，院方被迫在停车场人迹
罕至的一角开辟出露天暂存处，积压
的感染性医疗废物运至此处后 24小时
不停消杀，然后尽快拉走。

但医疗废物产生的速度实在太

快，一线医务工作者用完的防
护服、口罩、鞋套……还有病
人的生活垃圾、餐余垃圾甚至
呕吐物等感染性废物都要快速
处理，它们产生的速度已超过
后勤部门正常的处理速度。周
师傅介绍称，ICU的保洁员会
将感染性医疗废物集中放在指
定处理间的黄色垃圾桶中。4
名师傅每天早上 6时到下午 5
时都在整个院区不停地转运被
不断产生的医疗废物装满的垃
圾桶。晚上也有专人值班，只
要接到科室电话就会赶过去把

垃圾桶运出来，保证 24小时随时有人
在岗负责处理医疗废物，“我们不拼命
不行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一名处理医疗废物的师傅称，“其
实我们也害怕，但是不顶上去不行。”
在李师傅看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我现在体会到这句话了。如果都不
来，这个社会就完了，我们要感谢医
生，感谢护士，也要感谢这些踏踏实
实的后勤人员。”▲

虽然自己身处抗疫最危险的一线，
但在李师傅眼中，从南京驰援武

汉的一支感染性医疗废物转运队是自己
学习的榜样。“他们那天来清理我们露
天堆积的垃圾，一袋袋装箱转运。我给
他们鞠躬致谢，他们还挥手表示这都是
小事，看到他们那种勇气和敬业精神，
我们做什么都不觉得累了。”

李师傅口中的这支感染性医疗废物
处置团队由南京市环保局组织成立。2
月 16日，南京市环保局接到武汉求援
信息后，便组织四人两车，带着380个
医疗废物专用周转桶和一批专用防护设
备来到武汉。抵达武汉后，他们马上奔

赴医院转运堆积的医疗废物，每天早上
7时出门，晚上 7时收工，一辆车两名
师傅每天要搬运处理184桶医疗废物。

与南京医疗废物处置团队一样逆行
而上的还有湖北襄阳的团队。该团队成
员李师傅称：“得知来武汉负责医疗废
物回收转运处理任务，其实心里会有点
害怕，但公司领导给我们做工作，为我
们制定专业的操作流程，在防护这一块
也做得比较到位。我们现在已经不怕
了。在武汉工作二十多天，90多名驰

援武汉的同事没有一人身体出现异
常，都挺好的。”他介绍说，刚到武
汉时，每天按要求在武汉各大医院

之间穿梭，需要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
时。现在整体工作捋顺了，每天直接对
口指定医院，工作效率得到提升，而且
疫情整体得到控制，情况逐渐好转，每
天“只需工作十个小时”。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的医疗废物处
置能力已由先前的每天50吨提高到100
余吨，这离不开全国各地对武汉环保部
门的支援。正是大量人力物力的到来，
帮助武汉“消化”掉暴增的感染性医疗
废物。▲（图片均由崔萌摄）

50岁的李先生是深圳一家节能服务上
市公司的老总。新冠疫情发生后，

他联系到承担雷神山医院建设任务的某建
筑公司，提出自己 2003年参与非典防治
的相关经验，建议在雷神山医院就地建立
物理消毒及感染性医疗废物焚烧设施。

这个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用后，李先生
考虑良久，觉得工地情况复杂，需要亲自
参与协调调度，于是他从深圳来到武汉，
在雷神山当起志愿者。“我以前做过相关
课题研究，知道如果有条件，感染性医疗
废物就地焚烧是最理想的处理方式。我觉
得自己有这个专业能力，能帮上忙。”

主动到雷神山参与医疗废物处理工作
的还有志愿者小刘。小刘称，虽然刚来
时，每天目睹大量病患，心里有些害怕，

但和其他志愿者每天一起战斗，恐惧感也
就慢慢消退了。在被问到从事这样危险的
工作是否得到家人支持时，小刘表示，

“其实我没跟他们说过现在的情况。如果
我告诉他们，家里人肯定很担心。”

得益于这些逆行而上的志愿者，武汉
雷神山医院虽然收治了 1000多名重症病
人，但是医疗废物处置工作高效顺畅，每
日产生的医疗废物能做到就地处理，“日
产日清”。据李先生介绍，垃圾裂解焚烧
炉每天要处理约 2000包医疗废物。这种
医疗废物的焚烧难度很大，因为其中多半
是防护服，很难折叠压缩处理，塞进炉膛
比较困难。此外焚烧防护服时会产生焦
油，炉膛温度必须达到八九百度才能保证
防护服烧得彻底，每轮垃圾的焚烧时间很
长，一次燃烧处理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保
证雷神山医疗废物能迅速被处理，不产生
堆积，现在焚烧炉处于 24 小时工作状
态，志愿者也以早晚班的方式轮流作业。

在谈到在雷神山医院近一个月高风
险、高负荷的工作时，李先生意味深长地
说，“希望这个熊熊的火焰能把瘟疫带
走，让人民康复，让百业复兴。”▲

新冠 病 毒 传
染 性 强 ，

与感染患者密切
接触的一线医务
人员首当其冲。据前不久国家卫健委
公布的数据，截至 2月 12日，全国共
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 1716例，其中
很大部分是在医院工作岗位上被感染
的。《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武汉江汉
国博方舱医院更衣间，见识了医务人
员进入隔离区的准备全过程。

在更衣间中间的台子上，分门别
类放置着防护装备，包括 N95 口罩、
护目镜、隔离服、防护服、鞋套、手
套等；墙上贴有七步洗手法、穿隔离
衣流程图、暴露后应急处置流程等图
表。值班护士向《环球时报》记者介
绍说，整个穿戴过程可以分为 9大步
骤，有些还需要护士协助操作。

第一步是洗手，需要严格按照七
步洗手法，各个部位都要清洗到，并
认真揉搓双手 15秒以上。第二步戴上
无纺布材质的第一层帽子。第三步是
戴N95口罩，重点需要检查面部及下
颌部是否贴合紧密。第四步是穿上无
纺布材质的隔离服和第一层鞋套。第
五步是戴第一层橡胶手套，手套的袖
口部分要套在隔离服上。为防止滑

脱，还要用胶带将两者粘起来。第六
步是穿上医用防护服。防护服是由帽
子、上衣、裤子组成的连身式结构，
袖口、脚踝口、帽子面部采用弹性橡
筋收口。防护服穿好后，拉链、脖颈
部位还要用胶带密封好。第七步是穿
第二层鞋套，它们是高筒的塑料材
质，小腿部套于防护服外，用胶带将
两者粘起来。第八步是戴上第二层橡
胶手套，袖口部分套在防护服上，同
样用胶带将两者粘起来。最后一步是
戴护目镜，护目镜与N95口罩的缝隙
部分需要用胶带密封，确保面部不会
与外界接触。

《环球时报》 记者粗略估算了一
下，整个穿戴过程需要半小时。为方
便其他人辨认，护士会在防护服前后
写上医务人员的姓名及所在医院、单
位。对于一些特殊医疗岗位，如采集
咽试纸/采血岗位，需要在防护服外再
加一件隔离服、戴第三层橡胶手套，
并且头上要戴防护面罩。根据进入场
所的不同，如隔离留观病区、隔离病
区、隔离重症监护病房等，医用防护

服的所需等级也
不一样，一般可
分为液体致密型
防护服、喷雾致

密型防护服、防固态颗粒物防护服。
在隔离区进口，穿戴完毕正准备

进入的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
胡俊波对《环球时报》记者坦言：“感
觉又闷又热。”他说，每次进入隔离
区，这种闷热状态要持续 6小时，直
到下个班次进来交接班。“这 6小时里
大家都只能不吃不喝，有人为解决排
尿问题，会穿上成人尿不湿。”记者发
现，交班出来的医生和护士走出时，
他们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

“为了做好防护，每一步都马虎
不得，这是为医务人员负责，也是为
所有人负责。”负责配合穿戴及检查的
护士对记者说。相比穿戴，脱卸防护
设备更加烦琐。由于此时防护服、鞋
套、护目镜等可能已沾染新冠病毒，
因此在脱卸时须更加小心，并且每道
程序前后都要洗手，总共要洗8次。

正是在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之
下，医护人员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截至2020年2月19日24时，全国各地
援湖北医疗队的 3万多名医务人员未
发生感染情况。▲

24小时“随时在岗消杀”

八方支援协助转运

志愿者助感染垃圾
“日产日清”

截至2月24日24时，武汉累计确诊病例47071例。4.7万名病患的背后，是每天产生的难以计数的感
染性医疗废物。《环球时报》记者连日走访武汉多家定点医院，跟踪记录这些感染性医疗废物的处理过
程，发现作为离传染源最近的群体之一，医疗废物处理人员正用奉献精神筑起一道“血肉防线”。

本报赴武汉特派记者 樊巍 杨诚 崔萌

穿戴隔离防护服战疫，实在不易
本报赴武汉特派记者 董长喜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记者跟踪记录武汉医院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理过程记者跟踪记录武汉医院感染性医疗废物处理过程

美国 《防务新闻》 24日称，美国政府
最近提交的预算报告中首次提及一种代号
W93的全新核弹头。“这是 20世纪 80年代
研制W88核弹头以来，美军提出的第一种
全新设计的核弹头”。

报道称，五角大楼最近陆续披露了这种
新型核弹头的信息。美军现役W76和W88
系列核弹头服役已久，尽管仍在持续升级，
但核心部件正日渐老化。一名匿名美军官员

透露，美军不准备为W93核弹头的研制重
启核试验，为确保安全，它将不会采用新构
型，而是基于现有设计和库存零件重新组
合。美军的目标是在 2040年前完成新核弹
头的设计。“预计部署W93不会增加美国核
弹头储备的总体规模。”该官员表示，“根据
目前的规划，W93服役的同时，老式核弹
头数量将相应减少。”不过报道称，现在还
无法确定这些被替换下来的老式核弹头将被
拆除还是转入存储状态，“我们不必今天就
做出决定”。

美国军控专家金斯敦·雷夫质疑为何要
加速W93核弹头的研制，“这比原先的规划
提早了两年”。他表示，在没有核试验的情
况下开展全新核弹头研制，将引起外界对核
弹头可靠性的担忧。▲ （陈 山）

美近40年首次研制全新核弹头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曾露天暂存医疗废物区曾露天暂存医疗废物，，目前这目前这
些露天存放的废物已清理完毕些露天存放的废物已清理完毕。。

志愿者在雷神山医志愿者在雷神山医
院就地焚烧医用垃圾院就地焚烧医用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