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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一线，逆行而上奏响生命赞歌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华中科技大学11家附属医院均是

定点医院，投入医护人员约3.4万，是全国投入最多医护人员的高校。
学校各级医务工作者逆行而上，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积极践行着“竭
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医学誓言。

编
前

本报讯 巾帼不让须眉，红颜
更胜儿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隔离病
房，“一科四代”同战前线，共抗
疫情。

60后“袁妈妈”
一道门，将ICU护士长袁文

玲与外面的世界一隔就是20多
天。由于每天连续工作长达 13
个小时，她的眼睛布满了红血
丝。大家很心疼，让她休息一会
儿，她嘴里答应了，身体却又“不
听话”地忙碌了起来。

每天早上，大家总是被香气
唤醒，睁开眼睛，鸡蛋、馒头早已
摆满桌子。“哇，这是谁准备的早
餐呀？”“肯定是护士长啊！”“那
她 人 呢 ？”“ 肯 定 已 经 去 病 房
了”。这，就是爱操心又贴心的
护士长“袁妈妈”。

70后“虎门女将”
身为辛亥首义前线炮兵指

挥马祖全的曾孙女，重症医学科
主任马静也率先带领了一支医
疗团队，在梨园医院成立了“隔
离病房一科”。

大年三十是她的生日，她放
弃了与家人团圆相聚的机会，与
战友们坚守岗位。“与时间赛跑、
与疫情抗争、与病魔较量”，她只
希望自己能跑的快一点、再快一

点。
80后“女神”

忙碌的工作暂时结束，ICU
护士王露的手机突然响起，原来
是家人传来一张漫画。看到稚
嫩的漫画和可爱的字体，王露的
内心一下子就被融化了。这幅
画的作者是王露的大女儿，她已
经很久没有妈妈的陪伴，但是她
也很懂事，知道妈妈最近很忙，
于是就以漫画的形式传递着爱，
表达着爱，希望妈妈能早日回
家。

90后“女汉子”
ICU护士褚甜年龄最小，却

收获外号“褚大力”。“大力，你能
帮我把湿化瓶扭下来吗？”“大
力，你能帮我搬一箱灭菌注射用
水吗？”……每当需要抬重病人
时，只要看到褚甜来了，大家都
会欣喜道：“呀，大力来了，太好
了！”她俨然成了 ICU 人见人爱
的“女汉子”。

“女汉子”的外表下其实也
有颗温暖的心。褚甜巧妙地用
橡胶手套充气成一个球形，有效
防止氧气管路滑脱，既不压伤皮
肤又能达到有效通气，且灵活性
高。小小的手套虽不起眼，却让
病人感到温馨。

（梨园医院）

本报讯“疫情当前，救死扶伤
是第一位的！”曲莲莲和程逸风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西院的一对医务夫妻，在疫
情暴发后，他们主动请缨，一直战
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曲莲莲是西院重症医学科
（ICU）的护士长，程逸风是西院普
外科的一名医生。夫妻俩育有一
子一女，儿子淘淘（化名）上小学二
年级，女儿糖糖（化名）现在刚满三
个月。

因前线医务人员紧缺，曲莲莲
一直心系科室工作，即便在哺乳
期，她也一直在紧密协调一线的工

作。后来，由于疫情发展迅猛，曲
莲莲下定决心提前断奶，把孩子交
由父母照顾，自己重返岗位与丈夫
并肩作战。

“我是淘淘，你们好多天没有
回家了，我很想你们……希望你们
能早点打赢病毒，平平安安回家！”
大儿子的隔空喊话让抗疫一线的
夫妻俩倍感欣慰。“淘淘、糖糖，你
们在家听话，在家等着爸妈平安归
来！”糖糖的百日已经过了，和丈夫
在一线奋斗的曲莲莲心中一直有
个愿望：待到疫情结束，全家人给
糖糖补上百日照。

（协和医院）

本报讯 从1月17日进入武汉
金银潭医院南五楼由普通病区改
造成的ICU，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尚游带领一支联合组建的抗
疫队伍在此奋战了83天。

1 月中旬到 2 月上旬，疫情处
于上升期，金银潭医院的危重症新
冠肺炎患者很多。经改造的南五
楼作为临时 ICU 有 22 张病床，但
高峰时收治了32个危重症新冠肺
炎患者，病人一度比医护人员多。

重症医学需要高精尖的医疗
设备作支撑。为了给救治病人争
取时间，尚游通过各种途径借来相
关设备。

喉镜是抢救呼吸衰竭病人插
管时的必备设备，当时金银潭医院
只有普通喉镜，医护人员相当于盲
插，操作风险极大。在自己的导
师、知名麻醉专家姚尚龙教授的帮
助下，尚游找到了捐赠的可视喉
镜。在设备的“加持”下，医生在插
管时视野清晰，插管速度快，成功
率高，病人也少遭罪。

病房里的危重病人多，命悬一

线时需要ECMO（俗称“人工肺”）
救命。当时病区只有一台，尚游想
办法联系厂家，借来了 2 台样机，
南五楼最多时有 3 位病人同时上
了ECMO，为救治赢得了时间。

金银潭医院给南五楼配备了
一台彩超，不够用，尚游又去借，还
真让他借来了一台样机。

临时ICU成立半个月后，通过
各种渠道，东西慢慢凑齐了，终于
像个ICU的样子。

为了更深入了解新冠病毒，挽
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尚游白天忙临
床，晚上挤时间搞科研，每晚最多
睡3个小时。因为他说，一个人救
治的患者有限，如果将经验分享，
将有更多人受益。

2月上旬，尚游在《柳叶刀·呼
吸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基于
52名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的回顾
性研究文章。“危重型患者的救治
做好了，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就会下
降。”尚游在研究中分享了他在金
银潭医院南五楼探索出来的宝贵
经验。

（协和医院）

本报讯 周琼是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医师，也是武汉市第
一批接诊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
医生。2月初，在武汉疫情最为
严峻的关头，经过她和同事们的
科学救治，协和医院14名被感染
的医护人员全部康复出院，给所
有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坚定了
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来自协
和医院不同的科室，这些患者的
发病和治疗状况从一开始就备
受关注。1月19日，协和医院专
门开辟出一块病区，把本院感染
的医护人员集中治疗。原本在
发热门诊工作的周琼开始负责
这一病区。她感受到了从未有
过的压力。

“他是你的同事，就好像是
你的战友，你要去救治他们。而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新冠肺炎这
种疾病，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
能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周
琼说。

周琼一个班要连续工作8小
时以上。穿着厚重的三级防护
隔离服查房一个小时后，她的身
上会全部湿透，长时间佩戴的防
护眼镜上也会出现水雾和水
珠。由于缺氧会导致记忆力和
反应力下降，周琼不得不反复察
看病人的症状及影像学的情况。

为了让患病的医护人员和
主治医生能够更为通畅地沟通，
周琼和每一个患者都加了微
信。周琼说，自己非常理解他们
从医者到患者的心理变化，而通
过微信，这些同事可以更加及时
地将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
和感受倾诉给她。

“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病毒，
人类仍在探索它准确的传播途
径，治疗既需要类似疾病的经
验，也需要根据患者身体的变化
逐步摸索。”于是周琼一方面向
其他专家请教治疗途径，另一方
面也通过查找文献寻求良策。
在治疗的过程中，她逐渐了解了
这种肺炎的发病规律。

作为协和医院新冠肺炎防
控专家组成员，疫情期间，周琼
每天下班后还要在各类发热会
诊群进行交流，用手机在线上完
成患者收治及转诊等各类工
作。截至目前，她在线会诊千余
人次。

周琼表示：“作为一名专业
的医生，这是我的工作，到了这
个时间节点上，就该这么做。就
像当年我们的前辈对抗SARS的
时候，无数的医护人员冲在最前
线，那是一种职业本能，每个医
生都应有这份担当。”

（协和医院）

本报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是
最早一批接触新冠肺炎患者并积极开
展临床诊治的医生。早在疫情暴发初
期，他就长期值守发热门诊，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对当时尚不为大
多数人所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了第一
手认识。

但高强度工作带来的极度疲劳，
以及高频次的密切接触，即使采取了
严密的防范措施，张劲农的身体还是
亮起了红灯。1月中旬，他出现发烧、
畏寒、咽痛等症状，经检查，被确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确诊后，张劲农先是居家隔离，随
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感染科隔离病房。

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夜之间，就从医生
变成了病人。

病毒并没有打垮张劲农的斗志。
得知自己感染后，身为一名医生的自
觉马上压倒了成为患者的焦虑。隔离
治疗期间，他仍心系疫情，只要身体条
件允许，就会“隔空”阅片，和同事讨论
病例，参与并指导会诊工作。

同楼层的患者也发现，这位”医生
病人”一刻也没有闲下来，常常在病房
里帮助其他患者，鼓励大家积极配合
治疗，助力病情好转。就像他告诉大
家的那样：“病毒不可怕，倒下了，大不
了再站起来。”

在这期间，张劲农一直也在琢磨
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把自己作为患

者治疗的心得和经验进行系统、专业
的总结，根据自己的临床症状，探索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临床救治方案。他是
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协和医院
处置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策略及
说明》一文就这样出炉了。在当时，这
是全国首个新冠肺炎诊治的指导方
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协和方案”，为
新冠肺炎的诊疗实践、减少重症率和
死亡率、提高治愈率，以及后续诊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该治疗
和分诊策略已于2月13日在《柳叶刀·
呼吸医学》上在线发表。

实践见真章。协和医院首批感染
的医务人员采用这套“协和方案”，无
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上呼吸机，基本

两周左右各项炎症指标均转为正常，
20天左右病毒核酸转阴。

2 月 11 日，张劲农两次核酸检测
转阴，正式康复出院。经过两周的隔
离期后，他立马返回了工作岗位，继续
坚守在抗疫一线。

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急着重返一线
时，张劲农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设身处
地地认为，自己是治愈者，体内有了抗
体，对抗病毒有他在，同事们会更安
心。“我干了35年的医生，救死扶伤是
我的天职。科学防治非常重要，治疗
的宝贵经验，我们需要告诉全世界。”

（协和医院）

本报讯（人民日报记者李昌禹）
“我的兄弟在战斗，我要回去！”疫情暴
发后，身在上海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
治医师朱彬历经曲折，千里“偷渡”，义
无反顾回到武汉。

1 月 23 日，离汉通道关闭。远在
上海的朱彬听闻同事倒班频率越来越
高，还有人坚持带病工作，内心越来越
煎熬，他向科室主任郑昕提出了返汉
申请。

虽得到批准，可如何回去是个问
题。当天的航班已无票，火车也显示
停运。无奈之下，朱彬决定先飞长沙，
再租车去武汉。

1 月 27 日中午，飞机落地长沙黄
花机场。朱彬没有片刻休息，直接开
车上高速。“租车公司的客服发现目的
地是武汉，特意来电询问原因。”朱彬
只回了一句话：“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我要回去上班。”

租车的费用是 3000 多元。朱彬
当时只想尽快赶回去，对费用并没放

在心上。然而租车公司了解到情况
后，主动免掉了费用。他心中一暖，

“这让我感到，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因为有工作证明，进城的路程相

对顺利。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跋涉，27
日下午 5 点，朱彬终于回到了武汉。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平
静。”朱彬说：“武汉，我回来了。”

1 月 31 日，朱彬就正式加入科室
排班，负责在发热门诊坐诊，6小时一
个班次。朱彬说，目前协和医院发热
门诊是 24 小时值班，一旦穿上防护
服，必须 6 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否则一脱一穿就是半个小时，病人的
诊疗就耽误了”。

因为全身心投入到防疫一线，朱
彬回武汉背后曲折的故事，郑昕隔了
好久才知道。“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就
是这样。”郑昕说：“这是一个战斗的集
体，在这样的时候，不管是谁，没有一
个人会后退。”

（《人民日报》2月10日刊发，有删
改。）

协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朱彬——

一名“偷渡”医生的千里逆旅

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周琼——

救治患者是职业本能

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护士胡龙霞——

把论文写在抗疫一线

协和医院专家组副组长、急诊科主任张劲农——

倒下了，大不了再站起来

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尚游——

为患者“借”来一栋ICU

协和医院医务夫妻曲莲莲程逸风——

心愿是给孩子补上百日照

梨园医院“一科四代”——

隔离病房里的巾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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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龙霞胡龙霞

本报讯（楚天都市报见习记者
国倩 通记员张红菱 聂铭静）她叫胡
龙霞，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护士、协和医院
首批支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新冠肺炎
救治工作的护理人员。她的另一个身
份，是武汉轻工大学2018级非全日制
护理专业的一名研究生。疫情期间，
她结合专业知识和自身实践经验，将
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1月7日，胡龙霞参加完专业培训
后便迅速投入到了临床工作中。“由于
救治工作还处于调整期，刚入院的患
者心理上都存在恐慌。”观察到这一情
况的胡龙霞利用自身专业素养，引导
住院患者正确调适自己，缓解焦虑情
绪，牢牢筑起身体的免疫屏障。

听说自己所在的协和医院肿瘤院
区开始收治患者，参加过救治工作的
胡龙霞主动提出放弃休息，隔离刚满
14天还没来得及回家抱抱孩子，便重
新调整状态再次投入一线。

在下班休息之余，胡龙霞还参与
编写了科普手册《这 200 问答来自武
汉抗疫一线》，用扎实的专业知识服务
于抗疫斗争。

“科学研究不只是来源于书斋里
的创造，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胡龙
霞说，这次抗疫经历恰好为她的毕业
论文提供了充分的研究素材，自己将
坚持问题导向，对抗疫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科学分析。

（《楚天都市报》3月7日刊发，有
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