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天使”，一面是医者一面是勇士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朱庭萱：

认准的事，要做到底
本报记者 董庆森

编者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地奋斗在战“疫”最前线。他们是有仁心仁术的医疗专家，是热心又细心的一线护

士，是高度负责的方舱医院医疗负责人，是一直忙碌的病区负责人，是时刻面对危险的插管抢救专班医生……他们与时间赛跑，同病魔较量，救治病

患；他们用仁心守护，细心照料，善心助人。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白衣天使，为他们祝福。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本报记者 周 琳

北大驰援湖北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安友仲：

医者有“术”，更要有“心”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汉口医院呼吸三病区负责人乐文卿：

面对疫情，冲锋在前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科医生团队：

直面病毒，抢救生命
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木

照片说明（从上至
下）：

2 月 25 日，朱庭萱
在武大人民医院接受记
者采访。

董庆森摄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医生王伟在工作中。

周 琳摄

北大驰援湖北医疗
队专家组组长安友仲
（左）在一线参加救治工
作。 （资料图片）

武汉市汉口医院呼
吸 三 病 区 负 责 人 乐
文卿。

邓 浩摄

麻醉医生正在病房
内做插管准备。

（资料图片）

“95后”、护士、活泼开朗，这是朱庭
萱身上的标签，现在又多了一个与众不
同、令人敬佩的标签——第一批支援武汉
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2月25日，记者
见到了这位勇敢的“白衣战士”。

朱庭萱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性心
血管病救治中心的一名护士。说起支援
金银潭医院，她表示，自己是家中唯一
的孩子，起初父母不同意自己去支援金
银潭医院。她的妈妈曾说：“妈妈不是要
拦阻你，哪怕你是第二批去，妈妈都支
持你。”

但朱庭萱性格沉稳，做事有分寸，她
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好、做到底。面对
疫情，医护人员的责任感让她觉得自己不
能退缩。朱庭萱笑着对妈妈说：“妈妈，
您想一想，从小到大，我哪一次要做的事
情没做成呢？”为了让父母同意她去支援
金银潭医院，她答应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报
平安。

朱庭萱很细心，总是从患者的角度考
虑问题。她说：“一些病人刚来时，看到医
护人员穿着严严实实的防护服会感到害
怕，这不利于病人的康复。最好的解决办

法就是与患者多聊一聊轻松的话题，做他
们的家里人。”

“每天进入病房前都会有压力，担心
自己被感染。但穿上防护服、进入重症
病房那一刻，所有顾虑和担心都被抛在
脑后。此时，患者是最重要的。”朱庭
萱说，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穿上白大
褂就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此刻，
武汉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
想对奋战在一线的同仁们说，只
要大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取得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

今年42岁的王伟，是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方舱医院
开创者8人团队中的一员，参与筹建了武
汉客厅方舱医院。

疫情就是命令，要3天建成一家2000
张床位的医院。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王
伟1人当成3人用。既要协调执行，又要进
舱诊治，连续3天，他平均每天只能睡3个
小时。

2月7日晚，方舱医院迎来400余名病
人，工作人员人手告急。上了一天班的王
伟刚睡着，就被电话叫醒，二话没说，他

赶来支援，负责入舱病人的分诊工作。
夜黑风急，天气寒冷，大量急等床位

的病人蜂拥而来。站在方舱医院门口，王
伟从一个个人的眼神里，看到了患者对住
院救治的渴望，对控制病情的渴望，以及
对生的渴望。王伟说：“那些眼神，让我想
起了曾经的誓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医者的使命就是在病人需要的时候，救治
他们，守护他们。”

现在，王伟是武汉客厅方舱医院C舱
医疗负责人，全权统筹C舱患者的治疗，
用他的专业、责任和担当守护着400余名

患者的生命。
400余人，相当于一

家二级医院的床位规
模。王伟说，如果不是
因为疫情，自己做梦也
想不到会承担400余人
的救治工作。“我宁愿
自己现在还是一名普
通医生，那代表着武
汉静好的岁月。希望
我们能够早日回到那
些岁月。”

“医生要有‘心’有‘术’。‘心’是要有善
心，乐于帮助病人；‘术’是要有良术，具备较
高的医学本领。”2月24日晚，北大驰援湖北
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安友仲对记者说。此时，他刚刚
忙完一天的工作。

2月1日从北京登机赴武汉前，安友仲
曾赋诗一首：“老夫聊发少年狂，赴汉口，跨
长江，医亦凡人，匹夫尽责灭疫狼！”

今年已经59岁的安友仲，曾参加包括
“非典”、H1N1等疫情的救治工作，经验丰
富。在他看来，对于现有的重症患者，专业

化的科学监测，生命支持与救治，会尽可能
地保护器官储备功能，为患者恢复力量抵抗
疾病争取时间。

“传染病防控有两个环节最关键，隔离
传染源和切断传染途径，另外，医护人员和
患者都要加强防护意识。”安友仲反复
强调。

安友仲表示，面对新的疾病，应该抛开
惯性思维、经验主义。“不能听说一种药有特
效，就马上给所有患者使用。特别是激素类
药物，一定要慎用。我们不仅要考虑现在的
治疗，还要为患者未来的生活品质负责。”

在武汉一线，安
友仲经常嘱咐医生护
士：“把病人当作人，
而不是当成细胞和组
织。查房时，要叫每
一个病人的名字，而
不是几床的代码。因
为叫患者名字是在不
断提醒对方，他姓甚名
谁，他还活着，他要勇
敢坚强。”安友仲动情
地说。

武汉市汉口医院是首批收治新冠肺炎
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2月25日，当记者在
汉口医院见到乐文卿时，这位前ICU负责
人、现呼吸三病区负责人已在抗“疫”最前线
战斗了50多天。

乐文卿边救治患者，边“以工带训”培养
年轻医师，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关键时刻，
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驰援武汉，接管了汉口
医院ICU，乐文卿才从超强负荷的状态中解
脱出来。随着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挺进火
神山医院，为更好地开展救治工作，2月上
旬，乐文卿被任命为呼吸三病区负责人。

“我们呼吸三病区都是新冠肺炎确诊的
病人，包括很多重症病人，其中还有我们医
院的同事。”乐文卿介绍说，上任后，她对病
区工作做了调整，实行精细化管理，一个医
生负责几个病房，持续跟踪病情，精准设计
和实施治疗方案。

记者了解到，从乐文卿负责以来，截至
2月25日，呼吸三病区已有约50人治愈出
院。目前在床位的还有约30名患者，身体
状况也日益好转，之前的危重症患者目前也
比较稳定。

“我所在的病区治愈率这么高，还要感

谢整个团队，感谢汉口医院
其他科室伸出援手。”乐文卿
说，疫情发生以来，有很多爱心
人士向医院捐赠了防护服和口
罩，钟南山院士团队还捐了很多
制氧机，都派上了用场。“没有他
们的帮助，没有其他医疗队的支
援，我们即便有三头六臂也不行。”

“面对疫情，医生没有当逃兵
的。春天已经来了，希望我们继续努
力，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得最终的胜
利。”乐文卿充满信心地说。

2月16日，武汉市第一医院组建插管
抢救专班，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执行全
院的插管急救任务。

麻醉插管，即用外部给氧来支持身体
的氧气供给。“插管需要打开病人的气道，
导管伸进去时病人可能会呛咳，这时会有
高浓度病毒的气溶胶喷出，非常危险。”
麻醉科主任陈治军说。

2月26日上午，徐玲完成了插管抢救
专班成立以来第17个病人的插管治疗，走
回休息室时，胸前的手术服已经湿透了。

“虽然正对着喷出来的气溶胶，但在工作的

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是紧张了。”
戚忠是徐玲的搭档，对这项危险的

工作，他也会担心，但更多的是一种身
为医生的责任感。戚忠说：“全院插管最
快最好的就是我们麻醉科医生，虽然其
他医生也可以做，但那对医生和病人来
说都更加危险，毕竟现在是在争分夺秒
救治病人。”

在插管队成立的第一天，一个病人在
呼吸机已经固定好、导管也连接好的情况
下，因为呛咳而造成导管脱落。当时戚忠
已经回到医生值班室，接到电话立马飞奔

回病房。由于时间紧张，他都来不及仔细
确认防护是否做到位。

“就算防护没有做到位，我也只是有感
染的可能。但如果我不赶快进去，病人可
能坚持不了多久。”戚忠说道。

插管队医生的工作就是这么争分夺
秒，需要毫不迟疑的决断与直面病毒的勇
敢。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用百分之百的谨
慎去对待每一个病例。在麻醉医生值班室
的墙上贴着操作细则，其中麻醉时间要精
确到秒。“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徐玲这
么形容他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