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鑫鑫

新冠疫情之下，出行在所难免，所以
防护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乘坐飞机、
公交车、出租车、地铁、火车等不同交通
工具时，应分别注意什么？国家卫健委发
布的最新版《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指导手
册》里，针对不同场景给出了不同的防护
意见。

民航：飞行时使用最大通风量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健康监测，对直

接从事国际旅客、进口货物和航空器相
关服务和保障的一线工作人员，如机场
保洁、搬运、转运、地服等人员，要登记造
册，实名制管理，进行健康监测。旅客体
温检测、健康码查验，根据当地政府要求
执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按照不同
的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个体防护标准，
加强个人防护。
国际地区航班实施分级差异化管

理，具体内容及航班防控风险分级方法
详见最新版《运输航空公司疫情防控技
术指南》。加强航空器通风和清洁消毒,
优化机上服务。航空器飞行过程中，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大通风量。
选择适航的消毒产品，做好航空器清洁
消毒。
加强机场通风和清洁消毒。旅客聚

集重点区域建议每天至少进行两次环境
消毒。需加强垃圾分类回收和清理，及时
清运，做好无害化处理。机场为来自疫情
严重国家或地区的航班设置专门停靠区

域，尽可能远机位停靠。机场为措载可疑
旅客及疫情严重国家地区入境航班的旅
客设置隔离等待区域，提供餐食等基本
生活保障。旅客下机时应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以上级别的口罩，旅客离开隔离
等待区域后应对该区域进行预防性清洁
消毒。行李提取处应设立单独行李转盘，
避免与其他航班旅客共同等候行李提
取，减少人员交叉。
为入境航班机组人员设置专门快捷

通道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和查
验，尽量避免与同机旅客混行。转运大
厅用隔离带将旅客和机组通道分开，分
区域等待，或采取分时段入境等方式，
避免旅客与机组按触。入境保障区域工
作人员应避免与旅客和其他人员同时
混用公共设施，尽量固定工作及上下班
路线，避免与为国内旅客提供服务的员
工混流。入境保障区域的生活垃圾和医
用垃圾。消毒后通过专用通道运输转
运。如无法设置专用通道转运，应相对
固定路线，错峰转运。国际国内航班服
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对机场直接服务
国际入境旅客的相关人员(国际客运保
障人员)，按照“四指定”“四固定”“两集
中”进行管理。

城市公共汽电车:乘客优先采
用扫码等方式购票
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全程戴医用外

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健康监测。乘客
戴口罩。加强防疫管理。制定应急工作预
案，落实主体责任，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加强人员健康培训。在自然温度、行驶速
度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强通风换气。
如使用空调系统，应保证供风安全。车辆
每次出行载客前应对车厢进行预防性消
毒，座椅套等纺织物应保持清洁，定期洗
涤、消毒。车辆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及时
清运垃圾，对座位、扶手等做好清洁。乘
客优先采用扫码支付等非直接接触方式
购票。根据客流情况，合理组织运力，降
低车厢拥挤度。
加强手卫生。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

够的洗手液或手消毒剂。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加强
健康宣教。利用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
方式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当出
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时，应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指导下，进行终末消毒。

出租汽车：建议乘客在后排落座
司机接种疫苗，全程戴医用外科口

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健康监测。乘客核验
健康码和戴口罩。运营车辆需配备口罩，
手套和消毒剂等防疫物品。在气温、行驶
速度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首选开
窗通风，如使用空调，建议采用外循环方
式。每日运营前做好方向盘、车门把手等
部位的清洗消毒，座椅套等纺织物应保
持清洁，定期洗涤、消毒。运营过程中保
持车辆卫生整洁，及时清理垃圾。建议乘
客在后排落座。
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

触摸口，眼、鼻。如有咳嗽等症状者搭乘

时，车辆及时开窗通风，并对接触过的物
品表面(如:车门把手、方向盘和座椅等)
进行消毒。出现呕吐物时，立即用一次性
吸水材料加足量消毒剂或消毒干巾对呕
吐物进行覆盖，清除呕吐物后，再对呕吐
物污染过的地垫、车壁等进行消毒处理。

铁路客运：加强对火车站卫生
间、电梯按钮等清洁消毒
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全程佩戴医用

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健康监测。
验健康码和戴口罩。在工作期间全程戴
颗粒物防护口罩，戴一次性手套。加强
防疫管理。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主
体责任，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加强人员
健康培训。
加强通风换气。首选自然通风。如使

用空调，应保证供风安全。加强对火车站
卫生间、电梯按钮等清洁消毒。座椅套等
织物应保持清洁，定期洗涤和消毒处理。
保持候车室和列车车厢等区域环境整
洁，及时清理垃圾。推荐乘客网上购票，
现场购票时与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
离，避免人群聚集。始发或者途经中，高
风险地区的车次应合理安排运力，通过
售票尽可能安排乘客分散就坐。加强健
康宣教，利用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方
式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客运车
站进出站口外设立应急区域，临时隔离
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的乘客。当出
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时，由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终末消毒。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鑫鑫

很多人听说过“偏方治大病”，却不
曾想到偏方也会“致”大病。家住西海岸
新区的杨老太最近一段时间就让这偏方
整得自己寝食难安、痛苦不堪。
杨老太今年83岁，一个多月前患上

了带状疱疹，疼痛难忍，从不愿意到医院
的她跟村里人打听了一个偏方，说用蜈
蚣粉和上香油调成糊状，涂在腰部的疱
疹上面就能治好。对偏方深信不疑的她
立刻进行了尝试。没想到，涂了一段时间
后，杨老太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
越重，被香油糊着的疱疹伤口散发出难闻
的气味。这时，杨老太才意识到，这伤口恐
怕是感染了。无奈，她只好到村卫生室进

行诊治，连续静脉输液17天，伤口不但
不见好转，每天还有大量渗出液，疼得杨
老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叫苦连天。
看着老人如此受罪，杨老太的女儿

心疼不已，考虑到老人不愿去医院，她想
到通过康鸿医护预约，请护士上门为老
人进行清创处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
医院护理部接单后，详细跟杨老太女儿
进行电话沟通，仔细询问老人病情，然后
派单给普外科。当天下午，新区中心医院
普外一科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江雨辉自己
驾车来到20多公里外的西海岸新区烟
台东村杨老太家，上门为她进行清创处
理。在杨老太家，江雨辉发现她的伤口情
况的确有些复杂，整个腰部皮肤感染非
常严重，而且伤口面积特别大。“大夫，你

可算是来了，晚上我疼得都睡不着觉，实
在忍不住，我就嚎啕大哭啊……”老人看
到江雨辉后情绪激动地说。
因为杨老太家炕比较矮，清创时间

又比较长，江雨辉只能弯着腰给杨老太
一点一点清理伤口的腐肉，然后在伤口
处涂抹清创胶促进愈合，最后包扎好伤
口，处理结束，先后用时一个多小时，江
雨辉都累得直不起腰来。接着，她又耐心
地劝说杨老太住院进行治疗，一直对医
院心存忌惮的杨老太，看着已经累得汗
涔涔的江雨辉，痛快地答应了。
随后，杨老太如约来到普外一科住

院，看到笑容满面迎接自己的江雨辉，杨
老太拉着她的手高兴地说“可算找着你
了。”杨老太住院后，江雨辉按时为杨老

太进行清创换药，经过几天治疗，杨老太
恢复很快，伤口不再剧烈疼痛，晚上睡觉
平稳，食欲也大大增加，整个人看起来也
精神多了。
杨老太伤口一天天好起来，作为老

人的孩子们最为高兴，从当初怎么劝她
都不到医院，到现在跟科室大夫护士们
谈笑风生，杨老太心态上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她觉得这一切就是普外一科医护
们用真心换来的。“老人在家遭了很多
罪，多亏江雨辉护士上门给换药，劝老人
住院，避免留下后遗症以及感染引起其
他疾病，还提醒我们第二天大雨，可以隔
天再去住院，这才得到系统的治疗。”老
人的女儿通过区长热线、微信及感谢信
等多种方式表达心中的感激。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鑫鑫

想必提起“面团”，大家都会想到吃，
却想不到它还有治病的功效。如何妙用
面团？它又会产生什么大作用呢？下面就
让我们来探一下究竟。
近日，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第三人

民医院针灸科接诊了一位年轻的王女
士，王女士因产后开始出现下肢冰凉，严
重的时候感到冷痛，并且伴有长期便秘，

感觉周身乏力，精力欠佳等症状，采用很
多方法治疗都不见效果。王女士听朋友
介绍来到市三医针灸科问诊。针灸科车
少路大夫看到王女士面色暗黄，舌体胖
大，舌质暗红，有瘀斑点，苔白腻，脉沉细
滑无力。根据中医的辨证论治理念，车少
路大夫用面团为王女士进行脐灸治疗。
面团，就是用来做脐灸治疗的“冰台”。治
疗一次后，王女士的双下肢明显有了热
感，便秘明显缓解，体力较前增强，面色

稍黄较前有光泽，王女士非常开心，欲继
续脐灸治疗。
从中医角度来看，面团是做脐灸治

疗最好的介质工具，既可以防烫隔热，作用
温和，舒适持久，又很安全，无毒副作用。脐
灸，属于脐疗方式的一种，顾名思义，在肚脐
上做艾灸，将艾炷放在面碗上，再将面碗放
在肚脐上，在脐部运用艾灸的方式把对应
疾病的药物通过熏灸肚脐的方式透达病
所，可以增加治疗疾病的效果。

可为什么选肚脐呢？脐，即神阙穴，
在任脉上，是任脉的阳穴，更是人体的长寿
大穴，具有使人体真气充盈、精神饱满、体力
充沛、腰肌强壮、面色红润、耳聪目明、轻身
延年，并对腹痛肠鸣、水肿膨胀、泄痢脱肛、
中风脱症等有独特的疗效。
别看一小小的面团，作用真是大，不

仅是做脐灸治疗的重要工具，还具有温
中健脾和胃的功效。当然发挥主要治疗
作用的是脐灸这种治疗方式。

常见交通工具 这样合理防疫
《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指导手册》针对不同场景给出了不同的防护意见

偏方“致”大病 差点要了命
八旬老人患带状疱疹 听信偏方致伤口感染腐烂

大夫在诊室“和面团”？
竟是中医妙用面团做“冰台” 进行脐灸疗法调理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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