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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浙
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

头 人、 博 士 生 导 师、

2013 年温州市首届“瓯

越名医”……温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中心

主任卢中秋拥有的光环众多。而

谈起他为之奉献了 25 年的医疗

事业时，他谦虚地说：“行医一

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愿

利人。”

急诊医学学科的领航者

1998 年，刚承担医院急诊科

管理工作的卢中秋便开始着手提

升急诊危重病救治水平。这一年，

他带领急诊科创建了急诊重症监

护室。

2002 年，他负责设立急诊病

区，建立了院内抢救、急诊重症

监护、急诊病房、急诊观察一体

化的急诊医学学科发展模式，主

持开展急诊床旁纤维支气管镜、

床旁心脏超声检查等诊疗新技术

10 余项，大力推进急危重病规范

诊治和中西医结合救治研究，提

高急危重病抢救成功率，完善和

制定了急诊医学学科管理的各项

规定和制度，为制定我国急诊重

症监护室标准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与此同时，卢中秋还立足急

诊医学临床实践，在国内首先开

展创伤弧菌脓毒症致病机制及治

疗学研究并制定“创伤弧菌脓毒

症诊治方案”，抢救了广西北海、

福建、宁波、台州等地的患者，

病死率由 80% 下降至 20% 左右。

患者眼中的定心丸

“只要卢主任出现在抢救

室，患者就像吃了定心丸。”这

是与卢中秋共事多年同事的感受。

患者总是期望医生能妙手回

春，这种信任对医生而言是动力

也是压力，有时让医生感到无所

适从。卢中秋非常能理解患者的

心情，也更清楚自己肩负的责

任，为此，他注重与家属沟通，

主动倾听患者的心声，用专业精

湛的技术和高尚的医德获得了

患者与家属的信任与肯定。他还

经常雪中送炭，帮助孤立无援的

病患。2011 年 5 月，17 岁的少

女洪妙妙突发重症心肌炎，收住

急诊监护室。当得知她家境困

难，无力支付疾病费用时，

卢中秋率先为她捐款，并

发动科里同事一同捐助。

他总是说：“生命只有

一次，救治刻不容缓。”

救援一线的排雷兵

急诊科是医院的窗

口科室，一直是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的前沿阵地。

卢中秋每天 24 小时都待

命在身，连睡觉都把手

机枕在头下，以便一有

抢救任务就能随叫随到。

2002 年起他组织科室骨

干制定《急诊应急预案》，

从非典到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再到

救治汶川地震伤员，他

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

前线，切实覆行着“排

雷兵”的职责。

2008 年 5 月 30 日，

“汶川地震”中 35 位伤

员转运到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抢救，其

中有 5 位伤势严重，病

情不稳定，须立即收入

急诊监护病房抢救，他

连夜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会诊讨论，指定抢救方

案，经过近一个多月的

治疗，所有伤员康复出

院回川。

2011 年 7 月 23 日，

发生在温州的动车追尾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大量伤员被紧急送入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抢救，急诊科面临前

所未有的压力及挑战。

卢中秋闻讯立即赶到科室，调配

人手，准备物资，沉着应对各种

突发状况。在急诊监护病房，为

几位重伤员的抢救拟定更详细的

方案。在他的带领下，急诊经受

住了考验，在他的坚持下，更多

伤员获得了新生。这与其持续完

善急诊应急预案，提高学科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关系密切。

如今，卢中秋所带领的科

室也因多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救援中做出重要贡献，

已成为浙南闽东北区域急危重

症及突发事件医疗抢救中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卢中秋：

吹响区域急诊医学的先锋号

卢中秋，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急诊医学中心主任。担任

第六届中华医学会急诊医

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常务

委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医

学分会中毒专业学组副组

长等。

在
2006 年，“欣弗（克

林霉素）不良反应

事件”震惊全国，

引发了各界对药品安全的探

讨，影响深远。在国内率先

发现这一问题的就是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

科主任王新春，正是他及时

上报相关部门，并研究出疗

效显著的治疗方案予以推广，

有效遏制了不良事件在国内

蔓延。

翻开他的职业履历可以

看到，他承担的医教研和各

种突发公共事件工作还远不

止于此，而让他如此爱岗敬

业、不断进取的，源自他作

为 医 生 的 责 任

感。

桃李满天下 

1978 年，王

新春毕业于哈尔

滨医科大学，并

留校工作。1986

年，他开始从事

急诊急救工作，

在 接 下 来 的 近

30 年 里 为 黑 龙

江省急诊医学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

王 新 春 表

示，当前，黑龙

江省除了部分三

甲医院，大多数

医院急诊只设门

诊，患者入院后

直接进入各专科

或 ICU。急诊医

生经常会面临复

杂病情难以判断

的情况，不准确

的判断会造成病

情延误或者医疗

的过度治疗。加

强急诊医学诊疗能

力，需要从软硬件

两方面同时着手，一

方面加强仪器设施和病

房建设，使危重症、复杂

疾病患者可以留观确诊，或轻

度疾病患者得到恰当治疗；另

一方面需加强急诊人员培训，

提高急诊分级能力，规范急诊

诊疗标准和操作流程。

为此，在培养急诊事业

接班人方面，王新春不遗余

力。多年来，他一直承担研

究生、七年制、本科生、专

科 生、 成 人 教 育 等 多 个 层

次、多个轨道的临床和护理

教学任务，培养硕士研究生

23 名，直接参与临床带教，

培养基层临床急救医师数十

名。此外，作为国家及黑龙

江省急诊急救继续教育培训

基地，他主持举办了多期国

家 级 和 省 级 继 续 教 育 培 训

班、急诊急救学习班，并在

省内多次赴基层举办讲座，

讲授急诊急救技术。

应急第一线

除了日常临床、管理、教

学、科研外，王新春还是黑龙

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小

组副组长，多次参与各种突发

公共事件的会诊及应急工作。

他曾承担包括残奥会、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等国际重大任务的

急诊救援工作；多次参与“非

典”、“汶川地震”、“甲流”、

“伊春空难”等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救援工作。

2007 年，王新春参与抢

救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发生的

200 余人中毒事件，在第一时

间为相关部门提供可能中毒成

分，并通过检测确定提出了急

救方案，被省政府及卫生专业

人士认可并采用，通过国家发

改委调运了相应的药物救治。

由于采取的措施恰当、效果明

显，除一例老年人因心脏病猝

死外，无一例死亡。

由于表现突出，王新春

被授予“第 24 届世界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卫生医疗保障先

进个人”、“全省防治非典

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

“抗甲流先进个人”等称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新春：

从“欣弗”起步但绝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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