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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一线，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一线人

员被大家亲切地喊为“大白”。大白穿着防护服，头

戴防护面罩，密不透气的结构常常让大白汗流浃

背。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志愿加入其中，需要背着

沉重的消毒雾化机，为消杀工作连轴转，“机器加上

消毒液，可能有80斤吧。”肥西县红十字救援队的志

愿者队长汪炜告诉记者，他们的队员自4月 3日以

来，一直坚持在消杀一线，穿梭在各个核酸检测现

场、隔离点、疫情防控卡点。

“队员们背着重重的设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

上，在部分隔离点酒店还需要来回爬楼。运送大巴

的消杀工作也非常辛苦，200多辆大巴车都由我们

的队员完成消杀工作。”消杀工作一直没有停止，4

月 18日，合肥蜀山区又发现5名阳性人员，队员们

再次前往“疫”线开展消杀工作，一直奋战至凌晨3

点多，而当天上午，他们没有多加休息又加入到上午

的消杀工作中。

其实在志愿服务工作中，不少队员遇到过反对

和不理解，而这些反对意见甚至是来自他们身边最亲

近的人，救援队中有一名队员说，刚开始时家人不理

解，因为有孙子还在上学，每天都需要按照要求上报

家庭成员“两码”，“有的队员会因为不想给子女增加

麻烦、影响孩子上学出行等，选择了放弃志愿服务。

我与家人沟通，最后他们还是决定支持我。我也在这

样的志愿服务中，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据悉，春节以来，肥西县红十字救援队累计义务

为相关学校、隔离点等消杀40多场次，出队队员和志

愿者 176人次，义务消杀工时累计达 677 小时，消杀

运送大巴200多台次，消杀面积20多万平方米，涉及

到全县7个乡镇园区，成为那一抹亮丽的红色风景。

■ 记者 祁琳

他们背着80斤的设备穿梭“疫”线

再障患儿移植后感染新冠，全球罕见
庞宝（化名）今年5周岁，2021年12月被诊断为

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并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移植

科接受了同胞姐姐全相合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术。受

疫情影响，原定的术后检查治疗无法继续，父母于3

月26日带孩子自驾回安徽老家。

车子行驶在沪陕高速上时，庞宝妈妈接到一通上

海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称孩子核酸初筛阳性。惊慌

失措的一家人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找到最近的高速

服务区将车停下，等待救援。

当晚10点，庞宝由120闭环送至合肥市第一人

民医院滨湖院区，即合肥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

3月27日经合肥市疾控中心复核确认为阳性。

“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后感染新冠肺炎，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全球罕见，

全国未见报道，很可能是首例。”黄金华作为定点医院

儿科主任，第一时间接手了庞宝的治疗。

视频连线上海，两地专家联合会诊
黄金华主任紧急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移植科陈

静主任团队取得联系，并请来了中科大附一院血液内

科、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的相关专家，组成两地专家联合治疗团队。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两地专家每天都要沟通庞宝的病情

并调整治疗方案。

发烧、咽痛、精神萎靡、食欲差、腹痛，这是庞宝入

院时的主要症状。3月27日的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

胞2.26*109/L、中性粒细胞1.22*109/L、血小板130*

109/L。不料接下来的几天，本来就处于低位的数值

出现了进行性下降，频繁出现危急值报警。

心理干预 关心关爱同步跟进
面对不断加重的症状和检验指标，庞宝的父母开

始焦虑不安。“3月28日上午，患儿在隔离病房大哭大

闹，穿防护服在旁照看的妈妈束手无策，也跟着孩子

一起哭，视频另一头的爸爸更是焦头烂额。”面对情绪

崩溃的一家人，正在隔离病区参与救治任务的心理护

理门诊护士毛金花立即开始实施心理干预。

与此同时，院方职工自发成立了爱心小分队，为

庞宝自费购买了玩具、书籍、零食和生活必需品送进

隔离病房。在得知患儿家庭困难后，医院的食堂也为

一家三口送上了免费的爱心餐。

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接连的爱心举动让庞宝一家

慢慢放下焦虑，敞开心扉，充分信任医护人员，并开始

积极配合治疗。

安徽首次用上奈玛特韦/利托那韦
一边是不断破防的免疫力，一边是不断攀升的病

毒载量。为挽救这个孩子，两地专家组视频连线后一

致决定调整治疗方案，在征得家长同意并签字后，给

孩子超说明书使用了新冠病毒治疗组合药奈玛特韦/

利托那韦。

新的治疗方案出来了，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药从哪来？不仅定点医院没有，整个安徽都没有。院

方紧急给防指打报告，请示批准奈玛特韦/利托那韦

使用。药物要尽快在发病5天内使用，为赶上这个时

间，防指第一时间批准，医院积极联络，3月29日连夜

赶到北京取药，并最终于3月30日为庞宝用上了组合

药，这也是安徽首次使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治疗新

冠肺炎。

传来好消息，嵌合率达到95.94%
由于病例的复杂和特殊性，虽然用上奈玛特韦/

利托那韦，专家们仍然无法确定庞宝血常规的进行性

下降是与新冠病毒感染有关，还是移植失败导致的。

当务之急就是为庞宝完成一次嵌合率检查。

“一般来说，做完移植需要定期在上海当地医院

完成嵌合率检查，以确定移植成功率。”黄金华说，嵌

合率达到95%以上才能说明移植成功。入院前一月

在上海检测嵌合率为93.89%，移植状态不理想，受疫

情影响，庞宝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未能完成最后一次

嵌合率检查。

嵌合率检测一般都送至北京、上海，但新冠阳性

标本如何送检成了难题。定点医院派出做基因诊断

的江蓓蕾副主任团队进驻到感染病院区，为庞宝采集

血样标本，T细胞分选和提取DNA，经标本灭活新冠

核酸阴性后快速送检。

很快，嵌合率检查结果出来了，总嵌合率

95.94%，提示完全嵌合。当医生把检查结果告知庞

宝父母时，他们感动得哭了，这是孩子确诊以来他们

收获的最大喜讯。

“你们救了我的孩子，给了他二次生命，我们全家

无以为报，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接下来一定要做一名

志愿者，回报合肥。”庞宝爸爸说，孩子能够顺利出院

离不开合肥这座城市的接力救援，举全市之力，挽救

了孩子和整个家庭，他唯一能想到报答的方式就是志

愿服务，用爱回报爱。

解除医学隔离管理

合肥成功救治罕见新冠肺炎感染患儿

安徽5岁男孩患有极重

度再生障碍性贫血，在上海外

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随父

母自驾返回安徽，不料途中

上海方面来电称男孩核酸初

筛阳性，一家人惊慌之余立

即拨通了 110，最终在入合

肥的高速路口由120转入定

点医院救治。

极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

干细胞移植术后感染新冠肺炎，全球

罕见，全国未见报道，面对这个特殊的小患儿，合肥这座有温度的

城市展开了一场关乎生命的接力救治。4月25日上午，经专家组

会诊、综合研判，男孩被认定符合诊疗指南第九版解除隔离管理

标准，当日解除医学隔离管理。

■ 费秦茹 记者 马冰璐/文 黄洋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