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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千麦检测机构接收样本

报告最快3小时出现在手机上

下午 1 点 30 分，姜若新的转运车顺利抵

达。在千麦检测实验室，检测员需要核对数量，

按照顺序，把管子上的条码信息刷进系统里。如

果样本漏液，则需要做异常处理。

一 组 检 测 的 样 本 有 90 个 ，编 号

0001-0090，在录入系统后，需要把管子插进

10X10 规格的板子上，90 个样本通常会先从第

二排开始摆放，把第一排空出来，一组管子摆好，

便从接收区到了样本处理区。

千麦检测 PCR 组主管成磊告诉记者，拿到

核酸样本的第一步就是从每一个管子“加样”，再

经过一道扩增的程序后，核酸能够被仪器检测到。

扩增之后，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之后还需

要由两个人完成样本的审核和发布。“一个人确

认完结果之后，还需要再复核一遍，再把结果确

认发布。”

千麦检测实验室每天最多可以检测 3 万个

样本，现在日常检测量在 8000 个左右。杭州实

行 48 小时常态化核酸检测后，他们接纳的样本

量没有陡然变多，主要因为多个气膜实验室的建

立分担了检测压力，同时混采的样本从每管 10

人变成了每管 20 人，这样总体的检测数量就变

少了。”成磊说。

样本结果录入到“浙江省新冠检测应急平

台”系统后，会上传支付宝，成为大家手机上显示

的电子核酸报告。从样本接收到出结果，全流程

需要约5个检测员，最快只需要3个小时。

实验室 24 小时轮值，一批批样本源源不断

送入，承载着城市对防疫的希望，点点蓝色，汇成

星海。

司机姜若新转运中

单程22公里每天往返4次

从采样点到潮鸣街道样本转运点，张晌珲通

常能在10到20分钟内抵达。

中午 12 点，当他将这包样本送至转运点后

不久，转运车司机姜若新就开着厢式货车停靠在

门前了。

51 岁的老司机姜若新同样“全副武装”，即

便在闷热的车内，也要身穿隔离服、头戴隔离帽、

把控方向盘的双手戴着一副防护手套，一瓶消毒

水就放在身边，车身前后则张贴着：疫情防控样

本专用车。

“第二批，62 包，621 管。”12 点 16 分，核对

数据后，转运单被转交到了姜若新的手上，他相

继把放满试管的6个转运箱搬上车厢，喷洒消毒

液后，拍照上传车队群，“这是每趟发车前的要

求，要拍全车牌号、转运箱数量。”

12 点 40 分，匆匆吃过午饭后，姜若新准时

启程，前往千麦检测机构的实验室。“单程 22 公

里，至少要跑 40 分钟，得过 28 个红绿灯，有时

还会堵车。”如今，姜若新对这条路线再熟悉不

过了——从第一班早上9点出发，到最后一班晚

上8点出发，他一天要在街道转运点和千麦检测

机构之间往返 4 次，“尽量在 1 小时内送达，我们

的速度直接影响着大家收到检测报告的时间，安

全的前提下能快就快。”

最多的一天，姜若新送出了 4.1 万份样本。

而车厢内，不同时段转运的样本数量总是相差悬

殊。“中午和晚上最多，早上最少，可能只有100多

管。”姜若新说，“不管收集到多少，我们都得准时

出发赶路，不能影响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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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蓉 刘俏言 通讯员 温艺华 文/摄

从一根咽拭子棉签，到市民们手机可查的检

测结果，一份核酸检测报告究竟是怎么“出炉”

的？昨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走进杭州拱墅

区潮鸣街道，追随一包咽拭子样本的脚步，见证了

它从采集、转运到检测的全流程。

而这场配合默契的“接力跑”，每天，都正在杭

州上演，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努力，有采样志

愿者、有快递小哥、有货车司机、有专业的检测人

员，也有无数个以自律与善意守护杭城的你和我。

一包咽拭子样本的检测之旅，本报记者见证采集转运检测全流程

核酸报告是怎么出现在你手机上的

永萃堂药师陈霞采样中

压舌板、纸杯和试管架齐上阵

4月28日，杭州发布了48小时常态化核酸检

测后，永萃堂的药师陈霞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

正式成为核酸采样志愿者。

采样，是核酸检测的第一步，看似简单，张开

嘴，被“捅一下”就可以离开，但对采样员来说，如

何能方便快捷地提取到样本，是熟能生巧的技术

活。

操作流程——用咽拭子在咽喉壁和扁桃体

处左右各刮三下，获取到黏膜细胞样本。取出

时，避免触及舌、悬雍垂、口腔黏膜和唾液。

但实操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

的人舌头厚，把这些部位都挡住了，我们要用压舌

板。”陈霞笑着回忆，刚当志愿者时有一次刮重了让

对方阵阵干呕，只能慢慢来。

如何保存这些样本？之前采样员左手拿着

管子，右手拿着咽拭子单手做核酸采样，每做完

一个人就要做一次手部消毒，长时间下来，手套

上黏黏的，一不小心就会打翻试管，或是造成漏

液。后来采样员都用上了试管架，效率大大提

高。

信息录入员需要控制光亮度，有时室外太阳

光过强，健康码就扫不出来，如何解决？把纸杯

套在摄像头前遮挡一下。

快递小哥张晌珲收集样本

每天在13个采样点间跑4圈

中午 11 点半，29 岁的张晌珲身穿隔离衣、头

顶防护帽、双手戴着防护手套，骑着电动车，准时

抵达知足弄社区核酸采样点。

“样本数 13 管、248 人，外包装完整。”和采样

点工作人员快速核对数量后，张晌珲在核酸样本

转运交接单上签了名，把装着13根试剂管的塑料

封袋又消杀了一遍，装进电动车上的转运箱内。

此前，他已经去过 3 个采样点，转运箱内，四

个塑料封袋被叠放在6个冰袋上，“为了保持样本

的恒温”。

张晌珲做了两年的顺丰快递员，自今年 5 月

起，成为专职的样本收集员。社区、银行、医院、药

店、学校⋯⋯张晌珲负责潮鸣街道13个核酸采样

点的样本收集，把它们及时分批送至街道的样本

转运点。

一天的工作从早上 8 点开始，“在转运点，完

成场所消杀后，8 点半就出发收第一批样本，最晚

的一批样本要到晚上7点多才能收集。”

为了保障采集的样本在两小时内中转，张晌

珲通常在上午收集两次，下午再收集两次。这意

味着，他一天至少要自我消杀四次，身穿的全套隔

离装至少更换两次，“上午一套，下午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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