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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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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0日起，全市10家定点救治医
院、34家发热门诊、14家隔离所、363个城乡
居民定点废弃口罩收集点共收集、转运、处置
医疗废弃物约665.4吨，其中新冠肺炎疫情
医疗废弃物约为99.7吨；10家定点救治医院
共处理医疗废水177679吨。

如此体量的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废水，处
置是否得当？与2019年同期相比，此次疫情
期间的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废水总量并没有明
显增加，但处置和监管工作更加到位，全市未
出现因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废水造成的二次感
染和环境污染，市生态环境局也未收到任何
与疫情相关的医疗废弃物和医疗废水造成污
染投诉。

3月27日12时34分，一辆冷链运输车缓缓驶进常德市
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在卸货口，一位“全副武装”
的工作人员将一个个装满医疗废弃物的黄色塑料箱搬进
生产车间。经过简单分类，工作人员将医疗废弃物放进专
业的蒸煮消毒设备。只听一声长鸣，设备开始工作。在真
空环境，经过45分钟、134℃高温消毒后，医疗废弃物进入
两台粉碎机。随后，另一辆运输车再将这些粉碎、消毒的
医疗废弃物运往附近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

不到 2 个小时的处理流程，看似简单，但就是这个企
业，从疫情暴发到现在，平均每天处理11吨医疗废弃物，严
格按要求做到了日产日清，确保了全市医疗废弃物处置安
全。

“从处理能力上看，企业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处理20
吨医疗废弃物，完全可以满足我市的需求。”市生态环境局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科工作人员胡万富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企业与医院联动，对医疗废弃物处理更加精细化。

在生产车间，工作人员陈德兵正在进行医疗废弃物分
类。记者看到，有些黄色塑料箱会被打开，取出其中装医
疗废弃物的塑料袋，有些就直接放进蒸煮消毒设备。陈德
兵介绍，装其他医疗废弃物的箱子可以循环利用，但凡是
医院用红色胶带封口、带有新冠肺炎标示的箱子，就连同
箱子一起蒸煮、粉碎、填埋处理。据统计，截至记者发稿，
企业共消耗6000多个黄色塑料箱。

虽然穿戴着防护装备，但从陈德兵的声音可以听出，
他已经十分疲惫。其实，从大年三十开始，陈德兵就一直
坚守一线，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到目前为止，一天也没
休息过。“疫情暴发后，工厂春节值班的4个工作人员必须
全员上岗，连轮班的人手也没有。”陈德兵说，要与最危险
的医疗垃圾打交道，开再高的工资，临时也招不到人。为
了解决人手问题，企业负责人王仁林的女婿蒋清华也下到
一线车间帮忙。

“作为全市唯一一家医疗废弃物处理企业，一旦我们
的工作人员感染，那全市的医疗废弃物处理就要停止。”王
仁林说，为保证员工的安全，企业参照一线医生标准，为工
作人员配发了防护服、防毒面具和专业的防护手套，甚至
要求在防毒面具里还戴2层口罩。工作人员完工，脱下防
护装备后，还要进行全身消毒。

企业包括外勤跑车负责收集、运输的工作人员一共有
56人，大家集中居住在厂区宿舍。为了确保安全，企业租
用民房，采取2人一间，每天每个房间消毒2次，严格执行
分餐制，杜绝集体活动。工作人员自己警惕性也很高。很
多工作人员的衣服都被84消毒液洗得褪色了，部分工作人
员甚至定期销毁自己工作时穿过的衣服。

为了支持企业正常运行，确保防疫物资的需求，相关
部门纷纷伸出援手。截至记者发稿，据企业统计，省、市共
提供了400套防护服、2000多个口罩、近1吨的84消毒液和
医用酒精。

“医疗废弃物处理行业，是 2003 年非典（SARS）疫情
后，在我国兴起的一个行业。”王仁林介绍，2006年，常德在
全省建起了第一个医疗废弃物处理企业。这些年，企业不
断进行改造升级，将过去高温焚烧工艺改进为蒸煮消毒工
艺，减少了污染排放。近年来，企业又准备在工厂内上一
套全自动生产线，进一步减少企业工作人员与医疗废弃物
的接触。

此次疫情是对全市医疗废弃物处理能力的一次考
验。胡万富告诉记者，为了提高应对更大疫情能力，做到
有备无患，我市正在澧县建设一家日处理能力10万吨的医
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中心，预计今年可实现投产。投产
后，该中心将主要处理澧水流域的医疗废弃物，与常德市
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形成“沅澧呼应”。确保在一
方设备故障或检修时，另一方能应急处理全市医疗废弃
物。

与固体医疗废弃物不同，医疗废水的处理，主要
依靠定点救治医院和发热门诊自己的医疗废水处理
设备进行处理。全市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指导与监管。

疫情期间，市一医院是全市医疗废水处理量最大
的医院，日均医疗废水处理量达到 1200 吨。“针对疫
情，生态环境部门加强了排放在线监管与现场检查，
我们根据每天的水量，加大了用药量。”医院污水处理
站班长胡忠颖说，过去，活性氧消毒粉每天用量在6至
7克，现在基本翻倍。

为了加强医疗废水的监控，市一医院还增加了医
疗废水抽样的检测频次。胡忠颖介绍，医疗废水处理
设备不能自动检测废水的余氧含量，他们必须打水进
行抽样检测。2月初，疫情严重的那段时间，医院基本
保障每天进行2次抽样检测。

1月27日，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统一部署，
全市所有按新冠肺炎诊疗规范收治和留院观察的病
人，一律转到市二医院进行集中收治。一时间，市二医院
的医疗废水排放量突然增加，日均处理量达到300吨。

市二医院进行集中收治病患的前一天，市生态环
境局原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刘仕稳就赶赴市二医院，
对医疗废水处理工作进行检查和督导。当时，市生态
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家隔离，
检查人员十分短缺。刘仕稳带头冲在一线，重点对
市城区定点救治医院进行督导检查，仅市二医院，就

跑了近 20 次。同时，刘仕稳还要负责与省生态环境
厅、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接和各项数据的上报。疫情
期间，“白加黑”“5+2”成为了刘仕稳工作的常态。

“定点救治医院的医疗废水经过自己处理后，会
经过城市管网再次在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而有些
发热门诊没有接通城市管网，医疗废水经过自建的污
染治理设备处理。”刘仕稳说，这些乡镇发热门诊的检
查任务更重，标准更高。

林晖是鼎城区分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每天，
他都开车带着一名检测人员，在全区的发热门诊跑。

“我们主要检测排放医疗废水中的余氯量和粪大肠菌
群数。”林晖说，除了查看发热门诊自身监测数据外，
每到一处，他都会现场取水抽查，确保排放达标。打
开林晖的手机，可以看到，每天下午3时，他都会准时
将检查情况准确无误地上报给市生态环境局。

疫情期间，全市平均每天处理医疗废水2000吨左
右，顶峰时期达到2896吨。对10家定点救治医院、34
家发热门诊，市生态环境部门平均每天抽查 20 家左
右，并定期开展监察、监测联合行动，确保检查数据真
实、准确。

据统计，截至3月27日，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出动
执法人员3191人次，检查定点收治医院、发热门诊等医
疗单位1233家次，保障了我市医疗废水排放的安全。

1月29日，全省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废水及特殊垃圾管理的
紧急通知》。接到通知后，我市迅速反应，市生态环
境局与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将居民日常生活使用口
罩作为特殊有毒有害垃圾，参照医疗废弃物进行收
集处置。

当时，全市确定了363个城乡居民定点废弃口罩
收集点，要求由乡镇（街道）环卫工人先将废弃口罩集
中放在收集点，然后依托常德市安邦医疗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的运输收集体系，进行集中处理。

“按要求，定点救治医院、发热门诊要24小时去
一次，城乡居民定点废弃口罩收集点要48小时去一
次。”王仁林告诉记者，运输收集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
企业的“负荷”能力。

10辆车不够，王仁林紧急从自己另一家企业调
用了10辆专业冷链运输车，解了燃眉之急。

刚宣布复工，王仁林又收到了辞职申请。3位跑
了十多年车的老师傅因为家人劝说，都不敢复工。一
时间，本就捉襟见肘的跑车队伍，这下彻底没人了。
见状，企业分管生产的厂长王仁森向当地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白鹤山镇桃树岗村求助。在本村车队队长姚
运国和村委会的多方协调下，一支50人的车队队伍
很快组建了起来。

两人一车，一个驾驶员，一个装卸工。疫情期间，
姚运国与搭档同住一个房间。每天早上 3 时起床，
半个小时准备工作后，3时30分准时发车。姚运国在

企业跑了10年车，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负责
汉寿这条线，每天中午12时左右就能完成任务。回
到工厂吃完午饭，姚运国又马上发车，帮其他车队队
员完成跑线任务。“市城区的几家定点救治医院要求
更高。”姚运国说，市一医院、市二医院，每天每家医院要
跑3次。

车队最辛苦的是负责跑石门线的姚富民。每天
天不亮就出去了，要到吃晚饭时才能回到厂里。“石门
有6个点，其中又有发热门诊，必须每天去。”姚富民
告诉记者，看到医疗垃圾车进村，村民们都很不欢迎，
有时候遇到封路，他又要绕几个小时的路。

疫情期间，任务重，车队执行“人停、车不停”的工
作原则。“像姚富民这样的队员，不可能连续作战，必
须安排人员倒班。”作为车队队长，姚运国还要负责每
天线路人员的调配安排。他直言，压力很大。

“大部分车队队员的家就在附近，从正月初三
开始，大家有2个多月没回过家了。”王仁森坦言，他
能够理解，车队队员们几过家门而不入的心情。为
了缓解大家的压力，王仁森只能做好后勤保障，在
保证防疫物资的基础上，每天尽可能地提高工厂的
伙食水平。

2个多月来，这支默默无闻的车队共收集、处理
了近5000公斤民用口罩，确保了全市人民生活环境
安全。如今，随着疫情的缓解，车队又把工作重心放
在隔离所上。据统计，当前，全市14家隔离所每天要
产生1.6吨医疗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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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废弃物（固体）
每天11吨，日产日清

医疗废水
紧盯市一医院、市二医院，每天处理2000吨

民用口罩
363个点、48小时一次，收集比处理难

疫情期间，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
员加大了现场抽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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