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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大的任务，成

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领导小组及 13 个专业组；及

时部署，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设置单独隔离留观病

区，确保足够的留观病房。

达则兼济天下，凭着优异的业务素养，他不仅出色地完

成了本院的防疫工作，还选派业务骨干，组建援鄂医护队伍

援助湖北武汉抗疫工作，支援白云机场海关防疫一线，检测

队伍支援香港疫情防控，组建医护队伍参与番禺区隔离酒店

抗疫工作，承接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番禺考点疫情防控工作等

任务。

他扩大核酸检测能力的辐射作用、制定全省的多部防疫

指南被采纳在全国各地推广。

他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面对疫情，大家都会害怕，

医生也是平凡人，但我们依旧选择继

续前行”。科里的医生舍小家为大家，去

到各个抗疫一线，为打赢疫情阻击战而奋斗。

团队紧急科研攻关。周敏和瞿介明教授在

Lancet 发表新冠肺炎临床及流行病学特征的文章；

汤葳、时国朝和瞿介明教授在 BMJ 发表羟氯喹治疗新冠

肺炎的多中心研究；李庆云教授在抗疫一线申报了两项抗疫

发明专利；瞿介明教授牵头制定了多项新冠肺炎防治指南和

共识，出版了包括《新冠肺炎诊疗精要》（英文版）等多本

医学专著。团队为全国抗击新冠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在李兰娟院士的指导下，医疗组

围绕着“降低重症与危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的病死率”的目标，开展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抗疫“组合拳”。

他完成构建医疗小组组织架构及工作职责，

为医疗组进入重症监护病房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他参与制定了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重症新冠肺炎

的专家共识，进行团队之间各类事务协调工作100余起、很

好地参与了ICU与CCU临床管理工作。

他积极开展了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干细胞、肠道微

生态制剂等技术应用于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好转

率由19.23%提高到80.95%，加快病情恢复，住院时间缩短。

他是树兰（杭州）医院。

医院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确立“以

病人为中心”的办院方针，至 3 月 19 日转出最后一名新冠

肺炎患者，医院共接诊发热患者 15000 余人；收治新冠肺炎

发热患者 1205 人；往火神山、雷神山、各方舱医院、其他

定点医院转诊各类患者 2000 余人。

医院在各医疗队的帮助下，改造了 PCR 实验室，成为

全市第一家以标准实验室开展核酸检测和 IgG、IgM 抗体检

测的二级医院；第一家开展 ECMO 技术的二级医院。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医院在区委区政府安排

下，逐步接管了辖区 17 个集中隔离点、16 个社会福利院

和 36 个康复驿站的医疗救治工作，为全区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

他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他是首批国家卫健委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设“示

范单位”。作为辽宁医疗战线的排头兵，面对新冠疫情

时用行动践行红医人的初心和使命，发扬着“政治坚定、

救死扶伤、埋头苦干、技术优良”的红医精神，成为勇

敢的逆行者。

坚守家园、奔赴武汉，团队成员在各个需要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康健教授、王玮主任、代冰教授……一个个

熟悉的身影，没有犹豫，毫不畏缩，他们积极救治重症

患者，受到了当地医院和患者的高度赞扬，先后获得“全

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等多个荣誉称号。

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他由国家、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武汉疾控中

心专家组成，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

随访，分析掌握疫情的流行特征；以现有数据库

为基础，开展数据挖掘，为中央指导组、国

家和省市防控工作提供新冠疫情防控策略

参考建议。

“非常 6+1+X”是专家组在武

汉的精辟总结。6 指围绕 6 个主题；

1 指每日一报；X 指需求导向、

按照防控需求，优化武汉流行病

学个案调查，提出“四早”方案、

解除管控、华南海鲜市场的彻

底清理和消毒，以及出院患者

的管理等建议，并被采纳。

他是国家卫健委前方工

作组防控组疫情分析组（联

合专家组），是全国十几万

疾控人的杰出代表。

在疫情伊始，他第一时间根据医院整体安排

调配资源，整合优化“呼吸门诊 - 急诊呼吸

门诊 - 发热门诊”的诊疗流程，提前排兵

布阵，为科室支援湖北及其他疫情重灾

区的相关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张晓菊教授作为河南省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累计

会诊 734 人次，救治危重确诊患

者 37 例，成功治愈出院确诊患

者 28 例。疫情期间，参与起

草共识得到河南省科技厅应

急科技攻关项目的大力支持。

援鄂医疗队、阿联酋海

外抗疫都有他的身影，他是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

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一直坚守在抗击疫

情的最前线，同时在五大阵地（武汉金银潭医院、武

汉协和医院、武汉汉口医院、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广

医一院本部）进行抗疫，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

了积极贡献，并派出专家赴伊拉克、云南、广东省各

地指导抗疫。

他在国内、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一系列文章，与国

际同道分享、交流抗疫经验。他在疫情防控、诊断救治、

机制研究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

先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他牵头制定多个专业组疫情期

间呼吸疾病防治专家共识。

他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抗疫团队）。

他采用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的设计理念并进行

优化，是集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一体的大型传染

病救治综合体。他从全省 91 家医疗机构抽调 422 名医务

人员，坚持“一人一日一策一会商一对比”，累计治愈

全省147名患者中的121人次，完成集中隔离观察83人次，

实现“零感染、零死亡”的目标。

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后，他认真梳理应急救治预案、

流程，全面做好物资储备，先后组织防疫线上理论培训

14 余万人次，线下实操培训 3287 人次。他高效利用疫情

防控窗口期组织专家在高校、中小学、监狱开展疫情防

控科普讲座，线上线下 7 万余人收听收看，全面提升了

重点部位防控能力。

他是贵州省将军山医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达则兼济天下  坚守抗疫

国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防控组疫情分析组（联合专家组）
非常 6+1+X  策略抗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
舍小家为大家  科研抗疫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
人道  博爱  奉献  彰显红十字精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全面科学抗疫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打满抗疫全场  精准抗疫全程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
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  专业抗疫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完善诊疗流程  整合抗疫

树兰（杭州）医院
李兰娟院士领衔 

打出抗疫组合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坚守初心  使命必达

（按首字拼音排序）

疫情伊始，他作为湖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高

级专家组组长单位指导全省抗疫；疫情升级，他组

团驰援武汉，总结出“及早治疗、专人负责、呼吸、

重症、感染三科联合查房”的湘雅模式，精准施救；

疫情蔓延，他辗转指导全国各地抗疫，他远赴非洲

贡献湘雅力量、交流湖南经验、分享中国方案。他

牵头编写的《成人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气道管理

推荐意见》，成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中气道管

理的重要指南。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从每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到每一年冬季呼吸疾病高发期，从一家医院的学

科建设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安全，对湘雅人而言，没

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

他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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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抗疫杰出团
队2020

致敬抗疫英雄
疫情当前，主动出

击，筑成一面坚固的护
佑盾，战病毒，守生命，
是独当一面的战士；也
是无坚不摧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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