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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村综

合诊所的牵头单位，如何为各国

运动员、随队官员、工作人员提

供国际化、高质量、有温度的医

疗照护，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医疗保障队接到任务的那一刻

就开始思考的问题。

北京冬奥村 ( 冬残奥村 ) 综

合诊所副医疗官、北京宣武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贺明轶回忆，2018

年，医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参

与综合诊所的图纸设计——进行

建筑设计规划。从如何合理规划

布局到大型仪器的安装调试，再

到药品、耗材、设备、家电、日

用品采购，每个细节都必须由牵

头医院和医疗队把关。

“为了重新规划‘三区两通

道’，可把我们愁白了头，改造

方案出了三四版，最后终于拍板

确认。”贺明轶说，在 2018 年

参与综合诊所建设时还未出现疫

情，诊所完全按照国际奥组委提

出的建设标准做了规划：18 个科

室、40 多个诊间、抢救室、放射

室等。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

出现，我们按照防疫指导意见改

造成“三区两通道”的配置，并

设置隔离室，实现分区就诊。

贺明轶感慨：“医院筹备推

进小组和医院医工处、后勤处，

给了我们大力支持。从一张规划

图纸到一个可以为北京冬奥村所

有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工作人员

服务的综合诊所，就像自家的孩

子，从孕育到长大，很兴奋！”

据一项关于运动员失眠的调

查研究显示，60% 的运动员曾有

不同程度失眠，这其中，有 78%

受失眠困扰的运动员未采取任何

治疗。为保证我国参赛运动员以

良好的睡眠与心理状态取得优异

的成绩，北京华佑医院首席医疗

官、中医心理科主任医师汪卫东

教授率队，赴冬奥会中国场馆负

责运动员竞赛期间的睡眠与心理

综合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运动

员容易忽视心理问题或不愿意配

合治疗，且由于冬奥会防疫措施

严格，心理辅导工作不能与之面

对面交流。为此，汪卫东和团队

立即灵活转变方案，运用需求导

向的方式去帮助运动员，通过访

谈来分析影响运动员睡眠时间和

睡眠质量的形成原因，最后根据

分析结果制定相关方案，确保每

位运动员都能有最适合自己的专

属服务。同时，他们还开发了一

款有助于心理调节与放松入眠

的 App，包含多种调节方式，如

播放音乐或音频。通过系统的

测量来观察运动员反馈的症状，

找出导致其心理问题的因素，

并通过诱导的方案和语言来进

行大脑神经功能调节。“App 如

同手机里的心理医生，随时随

地为运动员提供专业服务。”

汪卫东说。

冰壶项目是北京冬奥会开赛

最早、运行时间最长、单日赛程

最多的赛事之一，对医护人员精

力要求高，国内外疫情反复，除

运动员医疗救助外，防疫工作也

成为冬奥会医疗保障工作之一。

国家游泳中心场馆医疗和防

疫副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

长助理、血管外科主任吴巍巍表

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举

办世界级体育赛事，对医疗保障

队防疫以及医疗保障路线规划、

人员规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清

华长庚医疗保障队作为医疗保障

小组不仅要保证会场井然有序地

举办比赛，还要防止比赛场馆发

生交叉感染事件。

为更好地保障冬奥会顺利举

行，清华长庚医院从 2021 年 4

月起便严格按照奥组委赛事筹办

需求及指引，选拔各科室精兵强

将组成医疗队接受各种培训，根

据各项要求制订工作方案、应急

预案，并通过不断地演练进行方

案完善优化。

在工作中，队员不仅需要将

专业临床医疗工作思维转变为冬

奥体育多学科医疗保障思维，还

需将运动员救治与防疫相结合，

学习冬奥知识、防疫知识、全科

医疗急救诊疗知识等，实现冬奥

全闭环管理。此外，队员也需提

升整体应急沟通能力，从院内沟

通方式转变到医疗保障沟通，从

上下级沟通转变到相应领域急救

团队的沟通，例如与防疫团队、

消防团队、急救团队进行高效沟

通等。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尽自己

一份力，全力保障冬奥会顺利召

开，让世界看看疫情下中国举办

的奥运会。”吴巍巍说。

全长约 1.9 公里的狭窄赛道，

设有 16 个角度不同、倾斜度各

异的 U 形弯道，垂直落差超过

120 米。在赛道中，雪车雪橇时

速可达到 130 多公里，是冬奥会

中速度最快的项目，被誉为“雪

上 F1”。因其速度“飞快”，运

动员一旦冲出赛道或撞击围栏，

轻者出现肩部、四肢损伤、脊柱

外伤、头外伤等骨科损伤，重者

有生命危险……

谈到雪车雪橇，国家雪车雪

橇中心医疗官、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医疗保障团队队长、创伤

救治中心副主任朱凤雪表示，

项目的三个“难”——难在首次、

难在赛道、难在救治。从医疗

保障队初到场馆，赛道还未成

形，经过循序渐进的过程，一

次又一次的比赛和实践“磨练”，

大家对这个全新项目逐渐熟悉，

了解其比赛规则、运行模式、损

伤特点，能以最快速度和最便利

的方式到达指定地点，让大家

“习惯”防疫，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熟知比赛规则和救助配合上，

处理了大量的医疗事件。慢慢

地，保障队员们“爱”上了它，

“只有热爱它，才能更好地去

服务它。”

报道⑥走基层新冬奥年

诊所建设：将一张图纸孕育长大

心理保障：别让焦虑困扰冬奥运动员

疫情防控：医疗救助别忘盯紧防疫

创伤救治：为“雪上 F1”保驾护航

医疗保障  共赴北京冰雪之约

《地球村友》唱响对冬奥的爱

“朋友，挥挥手，一个

村的，认识否——你在村西

头，我在村东头……地球村

友高举手，呼唤和平与相守。

我们都是实践者，大同世界

大同舟。”

1 月 28 日，由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许秀菊作词的原创歌曲

《地球村友》正式发布。谈

起歌曲创作的过程，许秀菊

激动地说：“当听到 2022 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主题曲《一

起向未来》时，我们每个人

心中都洋溢着热情，在激动

之余，我们也特别希望能代

表医务工作者写一首表达我

们对奥运热爱的歌曲。”

从一个词一个词的运用，

到段落、层次、高潮兼备的

一首完整歌词；从一个音符

一个音符的尝试，到旋律欢

快、动感十足的《地球村友》，

团队用了在常人看来不可能

的 2 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首

歌曲的创作。

在全院征集歌曲演唱者进行歌曲录制时，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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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儿共赴冰雪之约

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刘志丽的女儿豆

豆，是北京景山学校金帆舞

蹈团的一员。去年 10 月，她

入选冬奥会开幕式表演，也

许是天意，没多久，刘志丽

也接到在协和医院冬奥病房

执行医疗保障任务的通知。

女儿和她约定，共同助力冬

奥，在屏幕上见证冰雪之约。

2 月 4 日 晚 8 点， 刘 志

丽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在冬奥

病房值守的同事们一起观看

了开幕式直播。伴随着空灵

的童声演唱，一只只“和平

鸽”脚踩雪花全场飞扬舞动，

豆豆这只“大鸽子”牵着一

只“小鸽子”入场。虽然每

个孩子只是荧幕上的一个光

点，但孩子们用她们认真、

天真、浪漫的表演，让荧幕

前的医务人员感受到了奥林

匹克的魅力。“正是一个个

如女儿和我一样平平无奇的

小雪花，共同汇聚成一片巨

大的雪花，向世界人民传播

着奥运精神，展示着跨越国

界的友谊力量。”刘志丽说。

开幕式结束了，豆豆已

回到家，而刘志丽的工作还

在继续。她说：“只有努力

做好冬奥医疗保障工作，追

赶上女儿的步伐，才能践行

我和‘小鸽子’的冰雪之约。”

刘志丽的女儿豆豆（右）在开幕式表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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