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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把隔离人员送到酒

店之后，从开始填表格、测体温，

到入住，到解除隔离后离开，都是

一个严格闭环管理的流程，不用

担心会造成交叉感染等情况的出

现。”

南海区疾控中心消杀股股长

柯志攀介绍，每接手一个隔离酒

店之后，需要先把酒店划分为清

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并进行

物理隔离，严格划分好每个区域、

明确好每个工作人员的职责之

后，才可以开始接收隔离人员。

隔离酒店的选址也有严格的

要求。目前，南海辖区内共有18
家隔离酒店，这18家隔离酒店是

综合了地理位置、客房量、消防安

全等因素综合选取的，每间隔离

酒店最基本要容纳100位被隔离

人员。

隔离酒店设置了多部门联动

管理，在每一个隔离酒店里都成

立了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建设、

商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

监管、消防救援、街道社区等部门

组成的工作小组，明确牵头部门

和责任人，确保专班、专职、专

人。并制定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和

应急预案，成立集中隔离点指挥

调度中心。同时，南海区也会组

织专家组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巡查

督导，组织各方力量保障隔离人

员的日常生活及隔离酒店的正常

运转。

隔离人员解除隔离之后，医

护人员的工作并不会轻松。医护

人员要为他们消毒好随身物品，

为他们办理解除隔离手续。然后

还要负责对房间彻底消毒、清理

垃圾和收拾床位等一系列工作，

准备迎接下一批隔离人员。

“穿着防护服、戴着N95口

罩，也能闻到消毒水刺鼻的味道，

一闻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我们必

须对安全负责，一定是彻底消毒

后，才能让下一个人入住。”柯志

攀说，消毒也是一个繁重的工

作。首先是使用超低容量喷雾器

进行空气消毒，再用常量喷雾器

进行物体表面消毒，最后用浸泡

过消毒液的毛巾进行擦拭，针对

可能遗留下病毒的厕所、门把手

等重点区域则要进行多次消毒。

柯志攀告诉记者，隔离酒店的

所有工作都是严格按照规范要求

来落实的。隔离酒店的化粪池污

水每天都会进行消毒和检测，杜绝

隔离区域污水二次污染传播。

最近气温基本维持在 30℃
以上，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工作几个

小时，脱下后全身被汗水湿透已是

常事。有时候还会有中暑虚脱的

现象出现。面对着封闭的环境、高

压的工作，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们

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的

心理健康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所以指挥部要求要对工作人员进

行每天的心理状况评估，发现问

题之后及时干预。”柯志攀说，不

仅要关注隔离人员的心理健康，

也要关注隔离酒店医护人员的心

理状况，他们是守护安全的卫士，

更不能出任何问题。

“红外线测温仪、核酸试剂、葡萄
糖、血压测量仪、消毒用品……”隔离
酒店的医护人员程海康每天早上6点
多起床，简单的洗刷后，第一件事就是
检查清洁区的医疗工具箱、查看需要
做核酸检测人员数，贴核酸采样标签，
然后穿上防护服，早上8点，准时敲开
隔离人员的房间，给他们送上早餐、检
测体温……

这是隔离酒店医护人员每天工作
的开始。他们要在半个小时内送完一
百多间房的早餐然后一间间敲开房门，
给隔离人员测量体温、核酸采样、健康
询问等。

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
是医护人员最亲密的防护“伙伴”，它
们也见证了隔离酒店医护人员一天
24小时的工作。

清晨6点多，医护人员开始起床洗脸刷牙，检查

医疗工具箱等，准备一天的工作。

7:00，吃完早餐，开始准备穿上防护服，准备好

消毒设备。医用防护口罩、鞋套、手套、帽子、防护

服、护目镜……一样也不能少。因为防护服是一次

性的，没有特殊情况，他们几乎不会脱，为此，他们常

常半天不喝水。

7:30，准时进入隔离区，对电梯、墙面、扶手、走

廊等处进行严格消毒。

8：00，为每一位隔离人员送上热腾腾的早餐。

9:00，为隔离人员测量体温，并询问是否有干

咳、咽痛等不适情况，进行相关记录。如有情况，要

马上进行检查，有新冠相关症状，立即报区疾控中心

并同时联系属地医院安排医生会诊。同时，还要询

问隔离人员有什么需要，如果有特殊需要，或者需要

采购一些东西，会记录下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

量满足隔离人员的需求。有些被隔离者会很焦躁，

服务尽可能周到，主动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疏导，以缓

解他们的压力。

9:40，是房间垃圾清洁环节，医护人员收完房间

里的垃圾，消毒后将它们集中在一起，按照医疗高危

感染性垃圾，装在医疗垃圾袋里，并多加一层包装袋

封扎，以防污染源泄露，在登记贴标签后，由专业的

医疗垃圾车转运到专业机构进行处理。如有解除隔

离的人员，还要对房间进行最后一次消毒处理，专用

通道护送隔离期满人员到指定的位置专车接送。

10:30，对隔离区走廊和门把手消毒，并按规范

脱除防护服，摘下护目镜，脱下密封的防护服、手套、

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每一步都要进行严格的手

消。做完这些工作，需要半小时。

11:00，回到清洁区，交流上午的工作，对存在特

殊情况的隔离人员进行重点说明，并对下午工作进

行安排。

12:00，是送中午饭的时间，医护人员的工作和

早上基本相同，又是忙碌的两个小时。

14:30，是一天的培训和工作例会时间，每天的

工作例会是非常必要的。

17:30，接着给隔离人员送去晚餐，继续重复测

量体温、健康状况监测、进行消毒等工作。

19:00，稍事休息，对自己居住的区域进行一次

消毒，确保万无一失。

21:30，通过微信再次询问隔离人员的情况，是

否有不适，并对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隔离人员进行

心理疏导。如隔离人员有需求，医护人员第一时间

和他们进行沟通，时时刻刻给予他们家人般的暖心

帮助和关怀交流。

22:00，全体医护人员开会，对一天的工作进行

总结，并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布置。一天里，如有新

安排来的隔离人员，医护人员还要重新穿上防护服，

将隔离人员送到指定房间。

22:00-次日凌晨5：00，夜间不定时的巡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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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量个体温哦！”早上

8点，隔离酒店的医护人员穿着

防护服给100多间房送完早餐

后，接着就逐个给他们测量体温、

核酸采样。

“送完早餐之后就要为他们

测量体温，并不断与他们聊天，了

解他们的身心情况，必要时进行

情绪安抚。”程海康是大沥镇黄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南海疾

控中心的FETP学员，此次疫情

发生后，他主动“请战”到隔离酒

店工作。

测完体温后，各房间的生活

垃圾需要医务人员消毒、分类收

集、打包并放置到医疗垃圾临时

贮存点，到了中午12点又要发放

中餐…… 一天24小时，每个时

间节点都有具体的工作清单。程

海康向记者回忆了隔离区里每一

天的战“疫”安排。

“餐全部送完，我们才能吃

饭，很多时候饭菜已经冷了。”程

海康说，有的医护人员只能睡两

个小时，“衣服都不敢脱”，防护

服、口罩、手套，都是不能脱的，因

为隔离人员随时可能会来电话，

我们要进行后续的跟踪处理。

为隔离人员测体温、做核酸

检测，搜集隔离人员信息，记录档

案、整理成册，给房间、过道消毒

……程海康的工作看似简单机

械，却需要足够的耐心、细心和小

心。

如果遇上心脏病、精神疾病

等急慢性疾病的人员，就要用上

医护人员特地配备的工具箱，里

面放着十几样日常工作和应急需

要用到的各种工具：体温计、听诊

器、红外线测温仪、核酸试剂、血

压测量仪等医疗器材和急救药

品、设备……

程海康介绍，工具箱里的每

一样工具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是救急的关键，也是记录着隔离

酒店医护人员一天24小时的工

作。他们除了每天对隔离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及核酸采样外，还需

要对有慢性疾病的人员进行身体

状态评估，及时对可能发生的特

殊情况进行应急处理。

“有时候一天就得接收上百

名隔离人员。”程海康说，由于隔

离人员到达的时间不一，医护人

员需要实行轮班制，全天候待

命。每次进入隔酒店工作，大概

需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

间，工作人员们也只能“被隔离”

于酒店之中。

医护人员一旦穿上防护服，

就要在防护服有效防护的4个小

时内，做好隔离人员的健康监测

和管理工作，“隔离酒店的工作确

实很枯燥，每天看似都是这几样

事情，但其实挺累的，因为你面对

的是上百间的房间，你得穿防护

服一间间房地走、一层层楼地

爬。”程海康感慨道，幸运的是大

多数隔离人员都理解并且支持着

他们的工作。

“隔离人员中有困惑的、有焦

虑的，但没有一个态度恶劣、对医

护人员发火的，反而有很多感人

的瞬间。”程海康说。

在对刚刚入住的隔离人员A
某进行心理状况评估时，程海康

和心理医生就发现他存在焦虑、

烦躁等症状。为了防止A某产生

过激行为，程海康特意为他安排

了低楼层小窗的房间，同时为他

选取了一间向阳的舒适双人房。

在之后的沟通和交流中，A某承

认自己患有焦虑症，在工作上不

顺利、与家人关系也不太好，一度

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程海康和心

理医生便每天都会花上一些时

间，倾听A某的故事，对他进行开

导。最后在程海康和其他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A某慢慢打开了心

结，人也开始乐观了起来。

“我每天都吃不饱。”隔离人

员B某在入住隔离酒店后，向工

作人员反映这个问题。后来工作

人员给B某在餐食中加量，但她

依然存在吃不饱的问题。隔离酒

店的医生觉得奇怪，结合进一步

诊断及检测之后，发现B某血糖

过高。

“血糖高容易饥饿。糖尿病

因胰岛素分泌不足，导致患者食

用的糖分无法被血液细胞吸收，

血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大脑

就会反射性出现指令，补充糖分，

增加营养，所以总有饥饿感，有吃

东西的欲望。其实这是假象，越

吃越不容易吸收，血糖会越高，加

重糖尿病病情。”隔离酒店的大总

管邓振威说，好在B某尚未形成

糖尿病，在医生的建议和监督之

下，她开始节制自己的饮食，并听

从建议在酒店里做些运动。

“我以为自己只是太馋了所

以容易饿，如果不是医生这么细

心地发现了我的症状，以后可能

有麻烦，真的非常感谢工作人员

的细致照顾。”经过医生的治

疗，病情逐渐好转的B某感激地

说。

邓振威所在的隔离酒店不久

前刚送走一对高考完的双胞胎姐

妹。6月2日，作为密切接触者和

次级密接者的姐妹俩被送到邓振

威所管理的隔离酒店进行隔离，

在得知两姐妹高考考生的身份

后，工作人员对两人尤为照顾。

安排心理医生上门为姐妹俩进行

心理疏导、特地嘱咐后厨给她们

准备高考营养餐、赠送高考大礼

包……

“在隔离期间深切体会到你

们医护人员的辛苦，更被你们的

暖心呵护感动，谢谢你们！”“感谢

你们的细致安排！这段时间我们

一家人真心感受到了广佛同城的

友爱与温暖，感谢你们每一位的

付出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谢

谢！”在邓振威和其他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姐妹俩顺利完成了高考，

她们和父亲都发来了感谢的短

信。这些片言只语，透着真情和

感恩，让医护人员深感欣慰，也红

了眼圈。

隔离酒店的医护

防护服一穿4个小时 工作需要特别小心

隔离酒店的温情

倾听隔离人员心声提供更有温度的服务

隔离酒店的每日战“疫”清单

隔离酒店的管理

酒店实施闭环管理 使用后要彻底消毒

隔离酒店医护人员的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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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酒店实施分区管理，并设置应急调度指挥中心。

■在隔离酒店里，医护人员穿好防护装备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