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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并没有“百毒不侵”的躯体，面对
新冠病毒的威胁，广大医务人员用科学的知
识、严谨的态度，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
争，在防护好自身的同时，救治了大量病
患。这个过程中，高超的专业水平显露无
余。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老
将”，他们通过自身过硬的本领，为人们筑牢
了一道守护生命的安全防线。

唐子人：“为了患者安全，再
危险再难也要上！”

2 月 15 日，被狂风暴雨洗礼了一晚的武
汉，早晨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唐子人担
心路上耽误时间，早早地等待班车的到来。密
集的雪花难以掩盖他焦急奔赴医院的心情。

唐子人是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
任，从事急诊医学工作近30年，擅长急危重
症抢救。

之前，172 床患者病情危重，目前处于
经口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状态，营养
状态不佳。唐子人决定给予肠外营养支持治
疗。而肠外营养是把“双刃剑”，为患者补充
营养的同时，也会对其静脉带来一定程度的
损伤。为了患者安全，唐子人前一晚一直在
联系协调深静脉置管的相关用品，辗转反侧
直到后半夜才入睡。而一早醒来他就赶往医
院，想尽快给患者留置深静脉导管，尽早应
用上肠外营养药物。

穿好隔离服，唐子人立刻投入到深静脉
穿刺操作的准备工作中，队员们知道，为气
管插管患者留置锁骨下深静脉导管，几乎是
和患者零距离接触，暴露风险极高，都关切
地问能否采用其他方法替代，而唐子人坚定
地说：“为了患者安全，再危险再难也要上！”

做好准备后，队员们帮助唐子人戴好面
屏做好防护工作，就被唐子人“拒之门外”：

“我一个人就可以，你们先出去吧，没必要增
加所有人的暴露风险。”

队员们执拗不过，只得在病房门的玻璃
中看着唐子人操作。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
护目镜，行动会变得笨拙、视野不佳，这无疑
是对动作精细度、操作娴熟度的双重考验。

只见戴着 4 层手套的唐子人，操作起来
仍然驾轻就熟，消毒、铺巾、穿刺，一针见
血，足以见得他深厚的临床功底和精准的操
作手法。送入导管、贴膜固定，操作行云流
水，短短20分钟，患者锁骨下深静脉穿刺操
作，顺利完成了。

石月欣：“他们像我的孩子，
我要保证他们都平安回家。”

石月欣的2020年春节注定是一生中独特
的一段时光，因为大年三十她在岗位上度过
了自己59岁的生日，更因为大年初三她跟随
北京医疗队奔赴了武汉战疫一线。

作为北京天坛医院感染管理处的副主任
护师，石月欣相比队伍中 20 几岁的年轻人，
已是妈妈级的人物。

石月欣所在医疗队的任务是支援武汉协
和医院西院区。这本是一所综合医院，很多
设计并不符合收治传染病患者的要求，需要
在极短时间内调整病区的功能和布局。

1 月 28 日凌晨，石月欣抵达武汉当天就
一头扎进了病区改造的工作。一连几天，她
几乎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次日凌晨1点返
回住地。不断完善消毒隔离制度，一次次到
现场梳理流程，终于和同事们用 6 天时间改
造出3个隔离病区。

随着疫情的发展，原本500张床位收治轻
症患者的隔离病房，临时要扩展为 800 张病
床，全部收治重症患者。在楼层和房间数没有
增加的条件下，石月欣又面对了一个难题。对
此，她和同事们集思广益，挖掘病房的潜
力，最终在协和医院领导的支持下，用原本
医护人员更衣淋浴的空间拓展出新的床位。

当硬件改造完成，接诊流程逐步理顺，
石月欣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医护人员的自身
防护上来。“脱下来的隔离服已经是污染状
态，操作步骤稍微有闪失，可能导致医护人
员被感染，甚至整个区域被感染。”从北京医
疗队队员到当地医护人员，石月欣开始了一
遍又一遍的培训：口述、演示、制作视频。
能想到的办法她都用上了。她一次次身穿防
护服站在半污染区里，迎接一批批医护人
员，督导他们脱防护服、消毒，严格得近乎
苛刻。“他们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我要保证他
们都平安回家。”石月欣说。

丁新民：“我拼了命也会让你
活着走出医院！”

在北京市属援鄂医疗队员到达武汉进入
隔离病房的第一天，刚刚穿上防护服的队员
中有一个头顶“有事找我”几个大字的身影
格外显眼，他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丁新民。

到达武汉，一天的培训后，他主动请缨
带领队友首批进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隔离
病房，接诊确诊患者。

患者身体被病毒折磨，思想上也难免产

生恐惧。在诊疗期间，丁新民细致地向患者
讲解病毒传播相关知识，并且给患者传递着
信心。听着讲解，抬头望着丁新民额头上的
4 个字，患者对医护人员充满了信任，从他
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从医30年，丁新民不但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还有严谨务实的职业习惯。面对新冠肺
炎这样前所未有的疫情，他每天都在关注疫
情、搜集相关信息、反复思考预案。

随着疫情的发展，医疗队接诊的危、重
症患者在增加，每次进入隔离病房，要连续
工作 9 个小时。从隔离病房下班以后，丁新
民还会收到数不清的微信汇报病情、请示方
案。就像30年来从医的每一天一样，他对每
位患者的氧分压、血白蛋白、呼吸机参数等
指标了然于心，耐心地回复每一位队友的问
题。他嘱咐队员们每天晚上十点半必须休
息，但做不到这一点的恰恰是他自己。

有一位患者，本身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但心里最牵挂的总是父母。当她得知父母已
相继去世，一下就崩溃了，哭着喊着，连续
好几天不睡觉，完全不配合治疗。

丁新民故作生气地批评了她：“不管如
何，只要还有 1%的希望，我就会全力救你，
你不配合，连一点希望都没了。我瞒着老人
孩子从北京来，冒着危险，不就是为了救你

吗？你也要给我个机会。你把命交给我，我
拼了命也会让你活着走出医院啊！”

这番话起了作用，后来的治疗过程逐渐
顺利，患者出院了。丁新民不放心她的状态，
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回访。她向丁新民保证：就
冲着你们的这份情谊，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李素英：“我的工作就是为一
线医护人员保驾护航。”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管理专家李素英，是
国家卫健委紧急派往武汉的10名医院感染管
理专家之一，从事医院感染管理工作近40年。

退休多年的李素英本可在家含饴弄孙，
尽享天伦之乐。可是新冠疫情突然而至，她
毅然告别家人，走上前线。

到武汉汉口医院的第一天，李素英就忙
到了凌晨 3 点半。医院收治了多少新冠肺炎
病人，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是多少，有多少
需要尽快住院留观的病人，医护人员有没有
被感染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情况。

汉口医院是武汉最早接收新冠肺炎患者
的 3 家定点医院之一。在发热门诊，李素英
看到，这里的日门诊量高达1000多人次，每
天来输液的病人有 500 多人次。由于空间有

限，输液病人之间间距很小，几乎是椅子挨
椅子，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这得改。

在隔离病区，李素英主要查看医护人员
通道。收治传染病需要进行三区划分，三区
之间必须要有密封非常好的隔离屏障，连门
朝哪个方向打开都有严格要求。“如果一开
门，形成空气对流，医护人员在这种工作环
境下就会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她说，三区
之间的隔断是拿木板钉上的，存在很大的缝
隙，这也得改。

走了几个病区，李素英还发现，每个病
区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有的把隔离衣穿在防护服里边，有的把隔离
衣穿在防护服外边，不统一，不规范。

医院找来施工队，按要求连夜进行隔离
病区的优化设计。在李素英的建议下，医院
开辟新诊室，将门诊楼 1 楼全部用于输液，
分流了病人，改善了发热门诊输液病人间距
过小的问题。为提高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
李素英采用现场指导的方式，制定统一流
程，在工作区设置镜子，并安排专人负责提
醒医护人员正确穿戴防护装备。

一套“组合拳”下来，汉口医院再没有
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病例。“我的工作就是为一
线医护人员保驾护航，一定不能让他们感
染！”李素英说。

聚焦抗疫一线的“老将”——

有1%的希望，付100%的努力
本报记者 熊 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医药人才不足的现实问
题。面对传染病频发的新形势，如何构建中医传
染病救治的人才体系，打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中医应急队伍，已经迫在眉睫。

中医药在与疫病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体系。从历史的角度看，疫病诊疗实践是
推动中医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然而，随着现代疾
病谱的改变，中医开始转向非传染性疾病及慢病
领域的治疗与研究，而对急危重症、疫病学投入
的精力明显不足。教学体系中，与时代需求相对
应的中医疫病学教材及教师队伍建设明显不足，
中医从业人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素养
不够，疫病防控的专门人才更加缺乏。

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中，需要一支熟练掌握现
代医学技术和中医疫病诊疗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
伍。现代传染病学建立了成熟的传染病防控理论，
而现代医学借助疫苗及抗微生物药物，在经典传染

病防控及生命支持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然而，在
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由于缺乏疫苗和特效药
物，治疗仍然存在巨大空白。而中医药可借助数千
年形成的疫病诊疗体系有效地填补此短板。经典疫
病治疗理论基础上的辨证论治应对模式，可以在新
发、突发传染病的治疗中较早发挥作用。高水平的
中西医结合救治，可在疾病全程展开，最大限度减
少疾病进展，最大程度保全患者生命并减少危重症
患者抢救的高昂支出。我国现有的人才储备中，不
乏擅长重症抢救的高层次西医专业人才和擅长传统
中医诊疗的传统医学人才，但是能够将中西医深入
结合起来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则明显不足。特别是
面对危重患者时，能够充分理解两种医学特点或掌
握两种医学特长的高水平复合型传染病管理及临床
人才显得尤为不足。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在政策支持、法律法规
完善、促进各级政府投入等方面，为建设中医、
中西医结合救治传染病的基地，构建中医复合型

人才体系提供了保障。各级政府
应加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
方面的投入，不断完善相关的法
律法规，确保中医、中西医在传
染病防控中的主动地位。

在医学高等教育中，应注重
对有关传染病的人才多层次、多

元化培养，既包括本专科的课程教育，临床中的
继续教育、高水平领军人才队伍的建设等不同层
次的培养；也包括对现有急诊、重症医学、感染
等专业的人才转型培养。深入挖掘中医古籍中的
内涵，结合现代气象学、物候学等，运用大数据
开展中医对于传染病发生的预测性研究。开展中
医、中西医结合传染病治疗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
实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出切实有效的中医技术和
中医方药，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发、突发传
染病。

加大中医传染病防控硬件投入，建立平战结合
的示范性中医疫病中心。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中
医、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医院及传染病研究基地，形
成示范性中医疫病中心，通过实战演练提升救治
能力。基地建设要注意平战结合，完善疫情监
控、防控演练，注重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储备。

（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书
记、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会长）

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还是不够
叶永安

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还是不够
叶永安

近段时间，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意大利不幸成为疫情“重灾
区”，感染率和死亡率节节攀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在意大利受到疫情冲击之际，中方及时施
以援手，先后派出三支医疗队携带意方急需的大量医疗物资支援，积极分
享成功抗疫的经验和做法。近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罗马第一大学共
建的中意学院发挥专业优势，针对意大利目前缺乏大众化防疫常识材料的
现状，专门编写了一份面向意大利民众的意语防疫知识手册。

这份防疫手册由来自中意学院的团队与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合作完
成。手册以中国国家卫健委防控及诊疗指南为基础，总结了武汉一线抗疫
医疗工作者的实战经验，从意方现阶段的政策措施及疫情发展的实际出
发，用简洁的语言阐释了新冠病毒传播和疫情防控中的一系列常见问题，
为意大利各界民众普及了疫情常识，对疫情下日常生活中各类防疫的常见
问题提供了直观科学的解答。

防疫手册作为罗马第一大学官方指导手册，经罗马第一大学官网首先
发布，获得广泛转载。手册因其简洁、直观的语言和科学合理的指导而深
受好评。有意大利民众在网上留言：“谢谢中国的专家，谢谢中国，谢谢你
们的用心与帮助。”

分享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中意学院——

为意大利民众编写防疫指南
游雨泽

图①： 一 天 的 工
作结束了，患者病情
好转，回程的路上遇
上漫天大雪，医疗人
员充满喜悦之情 （左
一为唐子人）。

图 ② ： 李 素 英
（右） 和同事。

图③：石月欣在抗
疫一线。

图④：丁新民的防
护服写着“有事找我”
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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