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
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 第 一 线 总 有 他 的 身

影，2008 年 5·12 汶 川

地 震、2009 年 甲 型 H1N1 流 感

爆发、2010 年 4·14 青海玉树地

震……他是救援人员戏称的“救

援总司令”，也是草原广大牧民

的“高原上的神曼巴”（注：曼

巴在藏族语中是医生的意思），

他就是在青海省人民医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青海省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主任公保才旦。

医生要想方设法 
为患者做些事

公保才旦在青海从事临床医

疗工作 40 余年，从一名年轻医

生成长为在临床急救方面有一定

造诣的学者，凭的是“医生要想

方设法为患者做点事”的那份赤

诚之心。

草原上医疗资源较少，且医

疗条件简陋，牧民看病非常困难。

公保才旦便经常带领医疗队到基

层为牧民群众解决看病难问题。

“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

视患者如亲人的良好医德。”他

认为当一个好医生的标准就应该

处处为患者着想，时时想着患者。

每名患者的病情都装在他的心

中，对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由于

医学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临床手

术技能精湛，临床经验以及教学

科研能力丰富，公保才旦在草原

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广大农

牧民们称为“高原上的神曼巴”。

作为青海省医疗紧急救援中

心负责人，公保才旦全身心投入

到青海急救医学事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发展中。他根据青海

的自然、人文、地理、经济条件，

将青海省医疗紧急救援中心建设

成为一个以“120”急救网络为

龙头，全省医疗急救培训为中心，

院外急救、院内急诊复苏、重症

监护病房（ICU）为一体的急救

中心，多年来承担了青海省的医

疗紧急救援工作任务，并以快速、

高效得到了省卫生厅、省政府的

认可。开创了全省第一家科学的、

现代化的“生命绿色通道”。

地震后身先士卒的急诊人

在 2010 年的玉树地震救

援和灾后重建中，公保才旦

不顾个人安危，舍小家为

大 家， 勤 奋 工 作， 默 默

奉献，用自己的生命谱

写了“大爱同心、坚韧

不拔、挑战极限、感恩

奋进”抗震救灾精神的

动人故事。

而这并不是他第一

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身先士卒。早在 2008

年 5·12 汶川地震后，

公保才旦便主动请缨，

担任了青海省赴四川灾

区医疗救援队的副总队

长。初到灾区，公保才

旦和队员们克服水土不

服和高温高热，天天在

气温达 40 摄氏度的帐篷

里作业，没有一个人叫

苦叫累，最多的一天接

诊近 400 名患者，累得

他们连路都走不动了。

更严重的是，频发

的余震和不远处随时会

垮坝的高危堰塞湖，时

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有一次在救援队前往汶

川地区的公路上，因余

震落下一块坠石，砸中

救援队的车，左后轮不

翼而飞，后门玻璃被砸

碎，只差十公分就砸到

救援队的同志。但是他

们心里想的仍是要多救

治一个伤员，多抢救一

个生命。此次救援，共

诊 治 患 者 近 3000 余 人

次，开展各种类型手术

40 余台，抢救危重患者

30 余人次，会诊查房 160 人次，

并多次进行了传染病预防和健康

教育。他们以出色的工作表现受

到了当地政府及灾区群众的一致

好评。

“患者找医生，是对医生最

大的信任；我们当医生，就要时

刻想到应该为患者做些什么。”

公保才旦时常这样对年轻医生

说。而他以身作则的行动，也使

得他在“以高尚医德立身，以高

超医术济世”这一道路上带领更

多人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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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子 通， 中 山 大 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主

任，中山大学心肺脑复苏

研究所所长，国内首位

急诊医学博士生导师。

2014 年获中山大学名医

称号，中国医师协会急诊

医师分会副会长。

青海省人民医院公保才旦：

青藏高原上的“神曼巴”

公保才旦，青海省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青海省紧急医疗救援

中心主任、教授、国务院

特贴专家，国家应急专家

组成员，中国医院协会急

救中心（站）管理分会副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急诊医师分会常务理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黄子通：

急诊医学路上的追梦人

精 品 国 药  · 康 缘 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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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到社区到二级、

三级医院都能形成

一个急救网络。无论何时何

地，一旦突然有人倒下，我

们都会在网络系统内第一时

间做出反应，让那些原本不

该逝去的生命得到拯救。这

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急诊科主任黄子通教授从医

27 年的梦想。

为救死扶伤而争分夺秒

2011 年国庆期间，珠海

两姐妹因为吃了街边小摊出

现中毒症状，此时正在休假

的黄子通接到救援电话后，

自己开车赶到珠海市中山五

院抢救患者。根据患者视力

减弱、神经反射

消失等症状，迅

速判断是肉毒中

毒，于是紧急联

系兰州生物制品

研究所空运肉毒

抗毒素。在得知

两姐妹家中贫困

无力负担救治费

用后，黄子通建

议院长请媒体介

入报道，发起社

会救助行动，最

终成功拯救了两

姐 妹 年 轻 的 生

命。

2 0 0 3 年 ，

黄 子 通 在 抗 击

SARS 的 战 役 中

担任广东省防治

“非典”专家组

成员、中山大学

及中山二院专家

组组长。为抢救

患者而染病，出

院后他又主动请

缨回到抗非典一

线，并受广东省

卫生厅的委派二

进天津，支援天津

的抗非典工作。被

省政府授予“五一”

劳动奖章、一等功臣，

被评为全国抗非典先进科

技工作者、全国抗非典优秀医

院管理工作者。

谱写急诊医学三部曲

1987 年， 黄 子 通 刚 担 任

医院急诊科主任，便主办了广

州地区首届急诊医学学术交流

会。同时广州医学会急诊医学

学会成立，对广州地区 20 多

家大医院的急诊现状进行了调

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向广州

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1989

年 12 月 30 日，由广州市政府

拨款 1700 万元建立的广州市

急救（指挥）中心挂牌成立，

同时开通“120”急救电话。

2000 年起，黄子通担任

广东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配合广东省卫生

厅组织专家编写了《广东省

医疗急救体系“十一五”规

划》《广东省医疗急救体系

“ 十 二 五” 规 划》 及《120

指挥中心、二、三级医院急

诊科建设标准》；制定《广

东省救护车统一标识》；完

成了广东省地市县应急救援

系统建设现况的调研。

在 1990 年发生的广州白

云机场空难事故中，组建还

不到一年的广州市急救 ( 指

挥 ) 中心组织 12 个急救站在

第一时间将 65 名伤员送往 13

家医院进行救治。120 急救系

统的有序高效运转，得到了

时任总理李鹏的称赞。在接

下来的 2003 年抗击 SARS 中、

2008 年的冰冻雪灾、汶川地

震中，这支“能征善战”的

急救队伍总是第一时间奔赴

灾难救援现场。

此外，黄子通还于国内最

早提出建立“家庭—乡村医生—

乡镇医院—县级 120”农村地

区急救网络平台建设方案。现

已建立多个县级急救医疗云服

务平台，成为我国农村地区急

救网络平台建设的样板。

27 年的奋斗，黄子通已经

与急诊医学融为一体。在追求

梦想的道路上，他仍散发着巨

大的能量，心若在，梦已不远。

“生命卫士”
        中 国 急 诊 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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