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16年6月23日

本版责编： 陈惠
美编：林丽
电话：010-58302828-6844
E-mail:sarahch@163.com

特别报道
SPECIAL ISSUE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频繁出现，急诊医师总是最先出

现。有数据显示，非典后受表彰

的医生中 70％～ 80％都是急救

出身。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卢

彩兰就每到此时主动请缨，始终

工作在疫情防治一线，吃住均在

医院。由于各项防治工作没有固

定的模式，常常打乱科室正常运

转，她白天晚上连轴转，从无怨

言，一边组织疫情防治工作，一

边抓急诊科日常工作，做到疫情

防治与正常工作两不误。

北京世纪坛医院王真在“非

典”初期诊断了北医三院第一例

“非典”病例，由于她对患者的

及早识别和隔离，避免了患者间

的交叉感染，为后来大规模迎战

非典争取了时间。为防止其他医

护人员被感染，她主动对领导说：

“我已经接触患者了，要感染就

感染我一个人吧。”之后一干就

是 40 多天，经历了生死考验，

直到疫情被控制。

应对突发事件坚决果断、无

私无畏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王宇

航在多次参与重大突发事件抢

救工作中所显现的特点，她出

色完成了如 80 多人的亚硝酸盐

中毒事件、200 多人的四季豆中

毒事件等的抢救工作。2010 年

10 月，河南平禹煤电公司四矿

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获悉

讯息的王宇航参加平煤矿难医

疗救助，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张德江的接见。

不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在重大事件急救保障上，也

常有急诊医师身影。海南省人民

医院宋维连续 10 年参加博鳌亚

洲论坛国际会议医疗急救保障、

多次承担社会大型或重要活动

现场急救保健任务，多次主持

群体中毒抢救。尤其是作为被海

南省政府指定的、历年博鳌亚洲

论坛现场急救医疗保健单位，其

工作受到省政府、省卫生计生委

及医院表彰。

在临床诊治的同时，急诊医

师们用心总结临床经验，并据此

开展研究、多学科协作等工作，

最终使患者受益。

对于长期卧床的病患来说，

压疮是难言的痛。尤其是营养不

好的恶病质，压疮进展非常迅速，

严重的深可见骨，溃烂发臭，很

容易出现感染。为了解除病痛给

患者及其家属造成极大痛苦，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维平专注

压疮的诊疗研究近 30 年，形成

了一套先进的治疗理念，同时还

拥有两件“法宝”——骑跨椅和

波浪床。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

压疮治疗第一人”。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郭杨每

年负责指挥抢救危重患者近千人

次，涉及多学科多专业。从 2003

年开始，郭杨与北京协和医院血

液科、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中

国血友之家合作，成立北京地区

血友病协作组。这种从儿童到成

人的血友病多学科协作，配合急

诊 24 小时急救的北京模式得到

患者和国内专家的认可，同时与

世界血友病联盟合作交流，推动

了国内血友病工作的全面开展，

并获得了国外专家的肯定。

此外，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史继学一直致力于急诊医学医

疗、教学、科研工作，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便开展了内镜下

治疗、B 超导向注射药物治疗及

X 线监测下肝动脉栓塞疗法，并

参与了多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他

尤其擅长急性中毒、心脑肺血管

急症、急性消化道出血及多发性

创伤等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达

90% 以上，居国内先进水平，已

将急性农药中毒病死率降至 3%

以下，急性有害气体中毒治愈率

几达 100%，受到国内中毒专家

的高度评价。

“从 2009 年，我的心脏出

现房朴、房颤，甚至脑梗。每次

都是首选附院急诊科救治，我相

信他们。在新老主任带领下，急

诊科是团结的集体，是认真负责

积极向上团队……”这是一封来

自患者的感谢信，是对医务人员

最大的鼓励，信中提到的正是内

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陈凤英，

她不遗余力地培养急诊后备军，

向他们传授新知识新理论，训练

急诊内科 80% 医生熟练深静脉置

管抢救休克患者，带动大家提高

医疗技术水平。

与陈凤英一样的是，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赵敏也在培

养急诊人才方面付出良多。她刚

来到急诊科任主任时，科里医师

不会气管插管，重症患者需要请

麻醉医生插管。赵敏用了半年时

间，手把手教大家气管插管、腰

穿、骨穿及心包穿刺等急救技术，

保证了患者抢救成功率。同时，

她还派年轻医生前往国内外优秀

医院进修、学习，开阔年轻人的

视野，提高他们的才干。

今年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郑

亚安在急诊科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他见证了急诊医学从乏人问津到

如今日渐受到重视，急诊科的面

貌焕然一新。近年来，他在学科

发展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如带领

急诊科与其他相关科室密切合作，

共同建立紧急救治危重患者的医

疗平台，充分发挥和利用急诊科

拥有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仪器设

备，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如 今， 急 诊 医 师 的 能 量

不仅限于几千平方米的急诊室

内，他们还将自己的心血奉献

给更多的百姓。

老百姓急救意识和技能的

缺乏，是上海瑞金医院陆一鸣

最大的“心结”。因此近年来，

他在出色完成科室建设的基础

上，向百姓普及必要的急救知

识，后者已成为他工作的重心

之一。

陆一鸣率先在上海创办中

外专家急救危重病医学学习

班，在工厂、学校开展心跳骤

停徒手心肺复苏培训；在上海

医学院校首创急救医学教研

室，组织三级医院急救专科

医师到社区开展全科医生心

肺复苏培训；成立上海首个

通过美国心脏协会认证的心

肺复苏培训中心，并向公众开

放……由他推动向上海市近

100 所初高级中学广泛开展面

对卫生、体育老师乃至部分

学生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

及放置自动体外除颤仪项目

已得到实施。

“做一个合格的医务工

作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

还要有视患者如亲人的良好医

德。”从事临床医疗 40 年，青

海省人民医院公保才旦以高原

人特有的奉献、执着、顽强的

精神奋战在青藏高原。草原上

牧民看病非常困难，公保才旦

经常带领医疗队下到基层为牧

民群众解决看病难问题，他对

待患者，不分职位高低，不分

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医生要想方设法为患者

做点事”，这成了公保才旦医

生的口头禅。而他在草原上也

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被广大农

牧民们称为“高原上的神曼巴”

（注：曼巴在藏族语中是医生

的意思）。

急诊科是公认的风险高、劳动强度大、病情最险恶的地方。

人们将工作在这里的人，形容为是用特殊材质打造的队伍：不仅

需要医生冷静的判断、强壮的体力和过人的耐心，更需要有超乎

寻常的诊疗经验，保证第一时间的诊断正确与抢救成功，为后续

工作赢得宝贵时间。

没有假期，少了休息、以院为家，多的是和团队并肩作战，

罕与亲人团聚。与其工作极不协调的是，付出与收入严重失调。

面对这些，一些人离开了这支队伍，但更多的人为了患者的生命

和急诊医学事业选择了坚守。他们守卫在医院最前沿，扎根于时

时上演生死时速的急诊科。他们是医院的“长明灯”，是医院最

美的“风景线”。

坚守，是成功很重要的品质，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坚守显

得那么弥足珍贵。可以说，没有坚守，就没有我国急诊医师队伍

的成长；没有坚守，就没有我国急诊医学的发展；没有坚守，就

没有我们急诊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正是这些急诊医师的坚

守，成就了急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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