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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妻子产期晚了不
止 4天后，孙佳提着的心算是松
了点，他感谢还在肚里的宝宝，
让妻子少吃了点苦头。

原本 5月 9日，就是妻子史
琪玉的预产期，但此前5月4日，
夫妻所在楼栋爆出一例新冠肺
炎病毒阳性。按建档的医院规
定，楼栋中七天内出现阳性，孕
妇需在隔离病房生产，家属不得
陪护。因此，夫妻俩希望宝宝“能
缓一缓”，晚点出来，熬过一周，
孙佳就能在普通病房照顾妻子。

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夫妻
俩没少焦虑。更早前，他们还经
历了抗原自测“两道杠”的乌龙，
担心误了产检和生产。

封控以来，伴随医院的防控
升级，产检、生育、陪护等环节变
得周折，闭环管理的医院妇产科
室，也面临“非战斗性减员”等难
题，但医护人员仍尽力维持医院
运转，守护疫情里的新生儿。

“红码”孕妇

刘欣欣未料到，她一家“一
下子到了被病毒侵袭的地步”。

4月 1日，上海市浦西封控
当天，刘欣欣的母亲自测抗原阳
性。才过两天，父亲也感染了，当
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她向
居委会求助。居委会把员工餐省
下来给他们，还送了点干粮。

结果到了 4月 5日，一家五
口全部感染。丈夫担心自己的病
情影响到刘欣欣肚里的孩子，独
自关着，吃了两天八宝粥。

刘欣欣的预产期马上到了，
对于 38岁意外怀上的二胎，她
本是欣喜，前期各项产检都没漏
过——上次产检，是 3月最后一
天，小孩有些脐带绕颈。但如今
建档医院不是能接收阳性感染
者的定点医院，做不了产检。她
只能在家数胎动，一天三次，每
次一小时打底，快了慢了，就多
数一小时。她总“劝”肚里的二
胎，“再忍一忍”，不要太早出来。

但既然都阳了，一家人干脆
在屋里“自由活动”了。刘欣欣回
忆，那时家里五个人都浑身乏
力、口干舌燥，只能拼命喝水、互
相照顾。唯一没有发烧的母亲负
责做饭，照顾心脏难受的父亲；
刘欣欣的大儿子发烧到了 39
度，买不到冰宝贴，她拿食品冰
袋隔着毛巾给儿子敷上，敷完自
己回收利用。幸运的是，一家人
抗原检测在 10 天内陆续减到

“一道杠”。
刘欣欣说，4月 1日母亲自

测抗原阳性后，他们就上报了信
息请求转运。后来接到转运的电
话通知，刘欣欣跟对方沟通，父
母要在家照顾她，转移走了，她
身体有点吃不消，大着肚子又带
一个孩子很困难，加上当时方舱
还没有建好，疾控部门就暂时让
他们在家隔离。

4月17日，她接到通知说可
以转到接收阳性感染者的定点
医院，那时一家人已经“转阴”，
在向转运人员出具阴性的报告
后，他们都没有被转运。

但因为一家人仍是“红码”，
不安也在楼栋里蔓延。

刘欣欣怕真传染了别人，特
意用袋子装了水，把下水道堵起
来了。但每次看到楼栋群里的邻
居们要求转运阳性病人的信息，
她只能沉默，直至自家房号被

“曝”，她积压的委屈一下爆发，
在深夜发了条信息，称有地方能
去的话，自己也不想连累大家。

刘欣欣说，她多次将核酸阴
性报告上报，但截至 4月 28日，
一家人都还在阳性名单上。

其间，她挨个打电话申诉，
要是不打，她会觉得愧对肚里的
小孩，“好像什么都保护不了”。

“临界点”上的医院

4月21日，上海出台了疫情
期间孕妇接诊的保障方案。

《方案》显示，紧急情况、主
要就诊的孕产妇有“120”绿色通
道，优先安排转运。对阳性感染
的孕产妇救治，则安排了市公卫
中心、华山北院、仁济南院、浦东
医院作为“1+3”定点收治机构。
同时抽调多家医院共计 60名产
科医护人员进驻。

“120”救护车司机曾黎解
释，急救中心会安排具备消杀条
件的负压救护车接送阳性、“红
码”孕妇，即便没有负压救护车
车，普通急救车也会前往。而对
于像刘欣欣这样的孕妇——已
转阴性但仍为红码、不愿去定点
医院，他表示，原建档医院一般
很难接收，“120”也难以转运。

因疫情封控历经波折的，还
有35岁的准父亲孙佳。

孙佳妻子史琪玉说，她曾预
约 4 月 28 号的产检，抗原自测

“两条杠”后取消了，结果复测后
发现是乌龙。产检改到5月1号。

未料，4 月 29 号又变了黄
码，“说我们没有应检尽检”，孙
佳有些无奈。他表示，小区连着
多天没安排核酸检测。当时妻子
建档的医院又不接收黄码孕妇
产检，两人怕耽搁了，慌忙申诉。

孙佳说，妻子 33岁，人也比
较瘦，有点贫血，上次产检有些
指标有点异常，如果能去定点医
院，“至少把命保住了。”

对于“码”和核酸时效的严
格要求，“120”救护车司机曾黎

解释道，目前医院防控压力也
大，万一进了阳性病例，消杀是
必须的，否则会交叉感染，或进
一步发生院感。可能医院上午还
开着，下午急诊就关掉了，“本来
急救、急诊可供伸缩的空间已经
很小了，再加压的话……基本上
现在都是在临界点上面运行。”

杨卜慧是上海一家三甲医
院妇产科的B超医生，她所在的
医院就处在“临界点”上。

杨卜慧说，尤其是急诊的同
事，几乎没日没夜在工作。而她
所在的产科门诊，因小区封控，
科室里的7名医生，减至3名。一
些医生还是连夜赶回医院，身兼
多职，勉力维持各科室运转。

目前，院内门诊、病房、急诊
划分为三个区域，闭环管理，医
生工作、吃住都在各自区域内，
只有需要做多项医疗检测的患
者可以跨区。

住在医院的日子里，杨卜
慧改了不少习惯。以前喝咖啡
会心悸，现在天天要喝；她不
爱吃晚饭，觉得院里的盒饭难
吃，现在发啥吃啥，甚至吃撑，

“不吃饭就浪费了”。她记得，
有个孕妇就诊时，已经饿了好
几天，当时一名医生冲出去抱
了六七罐八宝粥给她。

杨卜慧没料到自己会在
医院度过经期，卫生巾存量不
足，最后只能到处找人借、自
己省着用。开在医院里的全家
便利店一进货，她就买了一大
箱卫生巾，“得抓紧时间，大家
就是来什么，抢什么。”

最棘手的还是工作。杨卜
慧说，不少患者抱怨入院难，
她只能缓解对方情绪。

她也为难，不给人看病，
耽误了病情不对，放开了看，
都阳性了也不对。平衡下来，
非侵入性检查，孕妇就诊需要
的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可
以通融到 48小时内。“我们不
想为难别人，大家都知道出来
一趟不容易。”

不过即使有核酸证明，也无
法排除感染风险。杨卜慧也差点

“阳”了。
在4月11日的一次接诊中，

曾有位孕妇戴着N95口罩做了
B超，之后查出阳性，产科门诊
一下成了污染区，封了 7天。她
一开始有点慌，后来渐归冷静。

因为当时双方均佩戴 N95
口罩，杨卜慧后来被医院判定为

“次密接”，继续在隔壁诊室出
诊。

她觉得，如果孕妇是宫外
孕、紧急剖腹产，就算是阳性也
应立即接诊，“阳了不要紧，会好
的。不救的话会没命的。”

“阳性”的一家三口

2个月大的宝宝高烧不止，
4月29日傍晚，李永峰和妻子紧
急带孩子赶往一家儿童医院。此
前，夫妻俩的抗原检测呈阳性，
但一直没等到上门核酸。

在儿童医院门口，李永峰没
能进去。出于防疫考虑，医院规
定患儿只能一人陪护。

妻子也在发烧，分娩时因顺
产临时转剖腹产，虚弱的身体还
没有恢复过来。等妻儿在医院留
观室检测出核酸均为阳性，转入
病房已是凌晨。

李永峰说，医院一层只有 2
个护士，很难顾得过来。过敏体
质的宝宝又只接受母乳，可是妻
子在身体剧烈透支下，已开始回
奶。

他想给妻子打电话开视频，
又很纠结，如果没接听，说明妻
子在忙；有空接听了，那又占用
了她宝贵的休息时间。

在与妻儿分离后，他被带到
方舱中转点——在一所小学的
教室里，他焦灼得难以入睡。李
永峰说，他曾打电话给疾控中
心，请求陪护，对方觉得母子在
医院更安全，而他应转运去方
舱。

最终，他留在了中转站，决
定等宝宝情况稳定，一家三口在
中转点集合，一道去方舱。

4月30日孩子退烧了，已具
备出院条件，李永峰希望居委会
能帮助联系转运。但居委会也没
能叫到“120”。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人力
资源部部长王娟表示，疫情以
来，院前急救业务，已处于高位
运行状态，最高峰时，市中心区
域日出车数量突破 2000 多车
次。

“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在超负
荷运行。”曾黎说，差不多从 3月
15号防控起，他取消休假，几乎
每天工作 12小时，如果在家，接
到电话半个小时内，必须到单位
报到。因小区封控，急救队伍同
样面临着“非战斗性减员”。

他表示，伴随防控压力加
剧，接送发热病人的负压车队已
人手不足，到现在，所有急救当
班人员都要准备穿防护服补充
队伍。与负压车密闭 40分钟即
可自动消毒接下一趟不同，普通
急救车的司机需开车到指定地
点更换防护服，并对车辆做二次
消毒。曾黎认为这些也是热线难
打、车子周转慢的原因。

到了 5月，他在市区和郊区
均遇到过道路关卡，“可能就在
一个街道里，防范区和封控区交
界的路是堵死的”，这样接送效
率更低了。

“最大的诉求就
是家人平安”

5月 1日，李永峰的求助得
到了回应，街道办为他临时协调
了“120”转运。他记得，一上车，
一股潮湿的消毒水味，再见到妻
子，近 48小时没睡的她耷拉着
眼，有些懵。开往方舱的路上，她
一句话没说，靠着他肩膀睡着
了。

在方舱，他基本上隔一小时
就给宝宝测次体温。李永峰说，
除了有些腹泻，幸好宝宝没再有
大的问题。多轮核酸后，妻子和
他陆续转阴，4月 12日，宝宝连
续两次阴性，隔天，一家人得以
一起出舱回家。

到家后，他发现菜基本全烂
了，只能扔掉。因为正处于静默
期，小区没法团购，一些邻居自
发给他家匀了菜，“现在基本上
是炒一个菜，两个人吃一天。”

“我们的最大诉求就是一家
人平平安安。”李永峰坦言，3月
封控前期，做程序员的他刚被公
司裁员，封控后物价上涨，开支
比以往大了很多。在家照顾母子
的同时，他忙着找份新工作。

在居委会安排下，孙佳和妻
子史琪玉5月1日去医院做了核
酸，健康码转绿了，隔天补上了
产检。尽管5月4日，楼栋里又爆
出阳性，但最终熬过了一周。5
月 13日，一家到医院备产，当天
入住晚了，医院还给他们送了份
晚餐。

孙佳说，住院后，医院随时
会有医生和护士给妻子监护。好
几个邻居还打来电话关心他们，
让他多陪妻子在房间里走走。眼
下，他们的物资有保障。在缓冲
病房住满两天后，他们申请到了
一间双人房，原先只能在小凳子
上休息的孙佳，睡了个安稳觉。

5月16日下午6点02分，孙
佳发来信息，五分钟前他和妻子
共同迎来了家中的新成员——
一位可爱的男宝宝。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
刘 欣 欣 、杨 卜 慧 、曾 黎 为 化
名。） 据澎湃新闻

“红码”的孕产妇们

孙佳和史琪玉在封
控前拍的孕肚照。

孙佳和妻子迎来了孙佳和妻子迎来了
他们家庭中的新成员他们家庭中的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