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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上，有这样
一群人，他们不是警察，干的工作却有
点像破案；他们不是医生，却在疫情防
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从1月中
旬开始，重庆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传染病报告管理科科长赵寒和同
事们，已经开始加班加点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了。作为流调员，他们有些像侦
探小说里的“福尔摩斯”：负责追踪每一
个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摸清患者发病
前14天内的暴露史、接触人群、生活和
行动轨迹……

“追”着确诊患者跑提供预警

赵寒说：“我们做‘流调’工作就是透
过复杂的生活轨迹，拨开迷雾探寻真相，
我们要为疫情防控争抢更多的时间。”

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重庆市红十
字会医院内，患者陈某出现干咳、咽部
不适的症状，立刻引起了主治医生的警
惕。通过核酸检测并结合胸部CT结
果，专家会诊后研判，该患者为新冠肺
炎疑似病例。随后，陈某被确诊。

“何时开始出现症状？”“近期去过湖
北吗？”“过去14天接触过哪些人？”“去过
哪里就诊？”赵寒和组员们随即启动流行
病学调查，得到的答案却让“案件”陷入迷
局，陈某既没有湖北旅行史，也没有可疑
人员接触史，更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

这时，在组员们的反复询问下出现
了一条新的线索。由于陈某父亲生病
住院，发病前的14天，她曾多次乘轨道
交通、大巴车等公共交通，前往距离主
城80多公里的某区医院探病。因此她
沿途搭乘的交通工具、去过的医院都被
怀疑是导致其感染的场所。

可是接下来通过大数据分析、比
对，陈某并没有接触过已确诊的病患，
线索链说断就断了。

“探病结束应该很晚了，你住
哪儿？”

“亲戚家住过两天。”
通过询问，一个小区名字猛然引起

了流调队员们的注意，就在几天前，该小
区就曾出现过确诊病例。当这份病例个
案调查报告送到赵寒的桌上后，她即刻
动身前往该小区。冒着有可能被感染的

危险，赵寒踏上了“破案”之旅。
据赵寒回忆，当他们前往陈某亲戚

家排查时，发现已有两人出现了症状，但
觉得是普通感冒并没有前往医院就医。
很快两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呈阳性。

可陈某亲戚又是如何被感染的
呢？原来，该小区确诊病例跟陈某亲戚
家正好在同一栋楼，但两家互不相识。
通过问询排查，发现两家在过去14天
内也没有接触史。“运用排除法，我们高
度怀疑病毒传播的场所就在狭小的电
梯里。”每到一个现场，都得尽快把调查
的方向弄清楚，赵寒透露，随后整个楼
栋实施了封闭隔离。

让“案情”见底为防控“放哨”

在赵寒眼中，“流调”的困难存在于
病例需回忆14天行踪轨迹，很难准确回
忆；不配合调查或有故意隐瞒的情况；
重症病例自身条件限制了调查的进行。

“面对素不相识的调查员，当面问
尚且会遇到患者内心抵触，电话问则可
能会漏掉更多细节。”赵寒说，问询一个
疑似病例的行动轨迹，至少要1个多小
时。这期间有新的密切接触者被找出
来后，同步调查的路径也要随即开启，
反复多次直到逻辑线清晰。

让赵寒印象深刻的还有一起家族
聚集案例。2月初，家族里的弟弟王先
生最先发病，此后其父母、妹妹，以及到

家里做清洁的家政阿姨相继发病。但
经过调查，他们同样无湖北旅行史，没
接触过野生动物，与辖区内确诊患者也
并不相识。

一条可疑的线索来自王先生的姐姐
王女士不久前从武汉返回，两家住得不远，
其间王女士曾到弟弟家吃饭，一家人组织
了几次家庭聚会。可明显的输入性病例却
因姐姐的“供词”，事情发生了反转。姐姐
王女士出现症状在王先生和其父母之后，
且她的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直觉告诉赵寒，一定是忽略了什
么。她把查询范围从就诊记录延伸到
医保卡刷卡记录：“王女士的记录没有
异常，她的家属在1月17日有购买感冒
药的记录。”

正是这条查询记录，唤醒了王女士
的记忆：“对！那时我有点感冒症状，就
让家人去买了药，吃了药以后就好了。”

赵寒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了：“这样
传播链就合理了，虽然王女士核酸检测
阴性，但胸部CT提示肺部见斑片状、片
絮状模糊影，部分成‘磨玻璃’样变。”根
据对所有被感染人员的调查，与他们入
院前密切接触人员也被一一锁定。

“和公安办案一样，‘流调’也需要证
据支撑。但人的记忆力有偏差，这时就需
要我们不断想办法去唤醒。”赵寒说，发现
疑似病例后，24小时之内就要调查清楚，
这样才能尽快找到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与病魔抢时间的“情报官”

反复进行调查，也没能确定开面馆
的张某是如何被感染，这让赵寒眉头紧
锁，密切接触者排查了一圈，调查传染
源和密接中运用了大数据，公安手机轨
迹、监控、公交卡、医保、微信、支付宝等
刷卡记录，仍然没有找到感染源。就在
流调队员们有些一筹莫展时，通过多部
门配合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张
某发病前的活动轨迹逐渐清晰起来。

发病前，张某曾出现在某轨道站，但
在此前的调查中他从未提及过此事。队
员们顺藤摸瓜，通过交通部门核查，张某
与另一已确诊病例的公交卡刷卡记录，
推算两人进出站所需时间两人极有可能
在那个时间点乘坐了同一辆车。

“面对复杂的线索，患者有时会漏
掉关键信息。所以目前询问虽然是流
调工作的关键第一步，但大数据的加入
为真相提供了更多佐证。”赵寒直言，任
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找到真相的关
键，不但要让记忆逐渐清晰，还要将轨
迹与时间线一一对应，队员们每天都在
和跟病毒抢时间。

在这场战“疫”中，赵寒每天都在不断
更新的疫情报告里包含了近万字、40多个
图表，有时候手机打到发烫，还要准备随
时跑现场，面对压力这样大的工作，赵寒
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大学我选的是临
床医学，没想到被调剂到预防医学，当时
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但随着工作的深入，
阴差阳错入行的赵寒逐渐沉下心来对待
自己的工作，从非典、抗击手足口病等多
场战“疫”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赵寒：
疫情数据背后的“福尔摩斯”

本报记者 沈 静

赵寒，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
团成员，农工党员，重庆市疾控中
心传染病防制所职务科长，硕士，
副主任医师。参与编写《市民健
康生活指南》《地震灾区百姓防病
手册》和《应急演练实务》等书籍。

谌磊弯着腰，正在清点新到的医用
物资，突然有个女孩子跳到了他背上。

“吓了我一大跳。”谌磊有些腼腆，
“怎么也没想到是她。”

跳到谌磊背上的女孩，正是他的妻
子张欢，和谌磊一样都是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只不过，谌磊是除夕夜里
出发的第一批，张欢是后面增援来的第
三批。两人一个在火神山医院，一个在
泰康同济医院，相距22公里，不算远，
但就是没碰过面。

算起来，谌磊抵达武汉已经53天，
张欢也已33天。

与谌磊、张欢这对小夫妻一样，另
一对夫妻——毛梅和丈夫梅哲也分别
了50余天。与谌磊夫妇不一样，毛梅
伉俪隔得远些——毛梅在武汉，梅哲在
孝感，他们结婚已经25年。

夜深人静时，毛梅才能结束一天的
工作。70公里外，作为重庆市赴孝感
市对口支援队领队，梅哲却还在忙碌。
但不管多忙，他都会挤时间告诉毛梅：

“平安。”

毛梅等来“平安”，回复“平安”，然
后睡觉。第二天一早，她还是病房里专
业细致的毛医生。

大年三十4时，毛梅手机响起：“武
汉需要支援。”毛梅回复：“国难当头，匹
夫有责。”

梅哲在一旁向她竖起大拇指：“你
有 10 多年呼吸科临床经验，应该去。
但你本就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在外一
定照顾好自己。”

几乎是同时，谌磊也在回复：“我随
时可以上。”他把张欢叫醒，商量取消过
年计划，待命出发。

当晚，在医院开往机场的大巴
前——

“遇到事不要冲得太快，慢一点能
降低很多风险。”张欢不放心地一遍遍
嘱咐。她所在的传染科全体中止休假
返回医院，经过病房整理，第二天将开

始收治重庆市确诊患者。
第一批医疗队员奔赴前线后，第二

批、第三批、第四批先后驰援武汉，张欢
在里面。

张欢来武汉前，给谌磊打了一个电
话。第一个电话是问谌磊，自己能不能
也来前方，谌磊说行。

放下电话，谌磊又打了回去，问张
欢：“假如我俩在前线有个万一，不到1
岁的儿子怎么办？”

张欢说：“我早就不是10年前那个
进感染科楼都会害怕的女孩了。”

各省市对口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来
了，梅哲在里面。

梅哲半开玩笑地告诉毛梅：“我要
来陪你了。家里交给儿子，他长大了。”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是
战友；在细碎平凡的生活里，他们是
夫妻。

谌磊和张欢结婚前，张欢埋怨谌
磊：“你都没好好求个婚，我稀里糊涂
就要嫁了。”山城重庆的细雨里，对着
空无一人的街道和一个闪着红灯的
摄像头，谌磊向张欢求婚：“我会对你
好的。”

“这6个字，他做到了。我坐月子
没给孩子换过一次尿布，夜里也没照顾
过孩子，他全包了。”张欢说。

毛梅和梅哲的邂逅，就在武汉大学
的樱花树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不理
会时下最流行的“三金”“三大件”，而是
绕着华东五省“穷游”一圈，在20年前
可谓标新立异。

“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相互扶
持着走过来。”毛梅说。

待战“疫”胜利，他们这段时间所经
历的害怕、苦痛、相思、疲累，都将融化
在相守的日子里。

两对战“疫”夫妻的爱情故事
新华社记者 黎云 刘艺

赵寒（左一）正在开展流调工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