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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从容，这就是北京地坛医院
传染病专家蒋荣猛的一贯做派。对他
来说，“追疫”早已习以为常,这是一个
传染病专家见了太多传染病应有的镇
定、从容。他从事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工
作25年，作为传染病专家多次赴全国各
地参加重大和突发传染病疫情现场处
理、传染病会诊、督导和救治重症患者
工作。这一次，他又被评为“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

不胜不归

2020年1月9日，受国家卫生健康
委委派，蒋荣猛前往湖北武汉指导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守至今已60天，
成为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专家之
一。不是不想回家，只是他要坚持一战
到底，不胜不归。

“我也想家啊。”午饭点儿，电话线
一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中心主任医师、国家感染性疾病质
量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蒋荣猛心情不
错。他说：“这是玩笑话。说实话，现在
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

他不说自己忙，却说也不是每天都
这么忙。

武汉指导工作期间，他到各个收治
医院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并为来自全国
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疗队培训专业知识。
他的工作节奏以分钟计算，每天六七场
面授课、跑六七个培训场地，培训了
3600多人。有时嗓子说不出话了，但仍
坚持继续培训。

当记者连线采访时，“也不是每天都
这么忙”，透过电话，蒋荣猛的答案透着
耿直，不拐弯，很少用形容词，提到和
防疫相关的内容，出口成章，还将一个
个拗口晦涩的医疗名词翻译成“白话
文”。

为了给年轻人树立信心，他每次的
培训开场都会说：“我1月 9日来武汉
的，不是好好地站在你们面前吗？”同事
们都十分惦记他牵挂他，他回应同事慰
问并表达自己的决心，“不用担心，我们
是最专业的。在这个特殊时期，在武汉
过年，不能陪伴你们，非常遗憾。但意
义非凡”。

在此期间他的“也云论坛”微信公

众号不断更新内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版解读）》
《非常重要，发热咳嗽患者就诊指引》
《非常重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
院感染控制要点》《如何预防“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一经发布立即得到
朋友圈广泛传播，有的当日点击率就达
到8万多。此外，他还为多家媒体平台
审核新型冠状病毒科普文章、词条、防
护措施小视频。

3月4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六版）》解读发布在“感染
病质控中心”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时间
凌晨2∶20；3月 8日又一篇原创文章
《修订要点解读：儿童新冠病毒感染诊
断、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 （第二版）》
在同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发布时间凌
晨2点。同事们知道，这个微信公众号
的维护人正是蒋荣猛。

全情投入

不只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

中，他在多次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中
都忘我工作，全情投入，是一个名副
其实的追着疫情走的“抗疫人”。2003
年“非典”疫情暴发，他是第一批进
入非典病房的医生。2014年 11月份，
他作为第一批中国公共卫生应急队队
员在埃博拉肆虐的塞拉利昂工作 2 个
月，和队友们一道制定了培训计划、
培训模式和培训教材，传播了埃博拉
防控知识，改变了当地社区人员的防
控观念和行为，为确保中国西非埃博拉
培训项目顺利完成奠定了基础。2017
年4月份，蒋荣猛奔赴西藏指导西藏第
一例禽流感救治；奔赴甘肃平凉指导乙
脑疫情临床救治；同年底，流感期间奔
赴长春、沈阳、广东、湖南等地督导和
培训。2017年11月份受国家卫健委选
派，赴马达加斯加参与鼠疫防控救治工
作。2019 年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派，
蒋荣猛又驰援南苏丹应对埃博拉等疫
情。据统计，2003年之后，他接受上
级单位委派，奔赴世界各地约 230 余
处参与疫情处置。每当接受抗击疫情

任务时，蒋荣猛的回答总是平静而坚
定的。他常说：“奔赴疫区，直面烈性
传染病，是传染病医生的责任，能够
平安归来是一种能力。”

爱人的“习以为常”是对他最大的
支持。

对于深入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来
说，病毒不可怕，有的只是对家人的愧
疚。同在传染病医院工作的妻子对于他
经常突发性地出差已经习以为常。每次
他出差不敢告诉父母时，妻子会帮他

“圆谎”。单位问她有什么困难时，她都
会摆摆手，“没有什么，这是职责所
在，他就是干这行的”。今年读初一的
孩子也会贴心地给父亲写信，送去最温
馨的祝福。正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
蒋荣猛可以从容地转换不同的“抗疫”
战场，可以长期坚守武汉而没有后顾
之忧。

阳和方起，汉城生春草。蒋荣猛
说：“现在武汉已经是有空床位了，这是
一个好消息。”他的微信个性签名写着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3 月 4 日傍晚，武汉协和医院西
院，陕西省第二批援武汉医疗队副领
队、医疗组组长张正良刚刚完成支援湖
北战疫统计更新：共收治 85 名患者，
重危患者转轻型后送入定点医院或治愈
出院共29名；已开展气管插管、有创
机械通气工作，目前有一名已经成功脱
机、拔管。

作为121名医务人员的领头人，张
正良用“风大浪急”四个字形容初到武
汉时内心的压力和紧张。“负责危重型病
患，意味着时刻与死神赛跑。”

2月 1日，在武汉抗疫最危急的时
刻，来自陕西省9个地市、41家医疗单
位的121名医护人员，组成了陕西省第
二批援武汉医疗队。主动请战的西安交
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张正
良，担纲医疗队医疗组组长、兼副领队
及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张正良的团队负责着有50张床位的
病区，重点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其
中有4张具有重症监护病房功能的“迷
你”ICU病床。

在确保安全防控前提下，张正良组
织大家制作家乡的油泼面、包饺子等，
家乡的味道、集体的归属感、轻松活泼
的团队活动让队员们紧绷的神经逐渐开
始放松。这种镇定自若又通过工作逐步
传递给了病患。

新冠肺炎是一种全新的疾病，刚开始
没有一个标准的诊疗方案，医疗队队员又
来自不同医院和专业，大家对疾病的认知

也参差不齐。但是，临床诊疗只能采取一
种明确的方案，不能各行其是。基于坚实
的业务经验，张正良带领大家在学习国家
颁行的最新诊疗方案基础上，“火线”创
新，同时根据医疗队成员的特点和特殊时
期值班的特殊性，制定科学化、可行性强
的管理方法。这使医疗队在最短时间内
实现了优质高效管理。

“管理方面我们医疗队还是做得很好
的。”张正良的自信得到了临床救治的检验。

2月中下旬，危重病房，一次大考不期
而至。这是一位66岁的女性患者，于2月
5日由外院检查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胸部

CT提示肺部病变范围广泛，同时合并有
严重高血压、冠心病，以危重型新冠肺炎
转入。入院后经过综合治疗，一度稳定。
然而，2月12日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医护
启用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后，病情逐渐稳
定。但2月16日，病情急转直下，调整呼
吸机参数仍无缓解……

作为医疗组组长，张正良迅速组织
商议并电话取得家属同意后，立即为其
开展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并转入“迷你
ICU”。同时，设置A/B岗轮值，实现每
日都有主管医生来整体查房、处理，确
保治疗的连续性与精细化。在治疗过程

中，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脏器功能
不全、严重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等
问题，张正良多次组织全体医生开展疑
难病例讨论，制定并及时调整诊疗方
案，使患者病情逐渐好转。然而，2月
22日清晨，患者突然出现心率、血压骤
降，一番紧急抢救当即展开，患者再转
平稳，但仍须有创机械通气高强度支持
治疗。张正良再次组织研判，果断调整
诊疗方案。经过协和西院战友们的共同
努力，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复查胸片提
示病灶也较前明显吸收，复查血气分析
等指标也显著好转。

3月2日，张正良组织诊疗小组再次
讨论确定治疗方案。因改造病区不具备
层流条件，无法实现脱机不拔管状态。
他决定，先作SBT试验，通过后，再采
取有创序贯无创的治疗策略。

“拔管完毕，无创呼吸机已使用！”
“患者生命体征正常，意识、肌力正常，
无创呼吸机配合良好”……

这是该病区“迷你ICU”首例成功
拔管患者。消息传来，从队长到每一位
医护人员都激动得喊了出来。

“此次拔管成功，好比一剂强心针，鼓
舞了医疗队的士气，也让更多患者和家属
看到了希望。这次成功抢救，源自陕西医
疗队每位队员过硬的本领、绝不放弃的信
念，也是对我们陕西省第二批医疗队‘一
体化、两岗位、三线制、四定床、五补充’诊
疗经验的检验。”时隔多日，当张正良回忆
起这个艰难的抢救过程时，他的表情依
然紧张得如临其境。

“虽然有些累，还面临风险，但整
体而言武汉的生活和工作都是我目前能
接受的，没有特别困难。”张正良说。

团队主心骨
——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张正良
本报记者 张 毅

逢疫必上
——记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病专家蒋荣猛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区的湘雅病房，有这样一名“特种兵”，紧紧
把握每一分每一秒，与“死神”开展生死较量，一次次把重症患者从
死亡线上拉回。她，就是武汉协和医院西区湘雅病房医疗副主任、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丽娜。

对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来说，呼吸和其他器官功能的支持，是降
低死亡率、提高救治率非常重要的措施。张丽娜这支重症医学的“特
种部队”，正是一支专门想方设法给患者以生命支持，尽全力帮助患
者跑赢“死神”的队伍。

作为湘雅病房医疗副主任，张丽娜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重症预
警和分级体系，从而可以提前识别出可能发展为危重症的患者，尽早
实施干预和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预警相关风险，尽量避免患者病情恶化，而不是
等到病情变化时再去抢救。”张丽娜说，这一目标的实现，得益于她
提前给自己准备了一双“慧眼”——床旁重症超声。

“重症患者很难转运出病房去做肺部CT来评估治疗效果，但运
用重症超声在患者床旁就可以做心脏、肺部等器官的评估，可以动态
观察到治疗效果，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张丽娜说。

及时开展合适的氧疗、纠正低氧血症、保护器官功能是重症新冠
肺炎治疗的关键。在治疗过程中，如何根据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氧疗
方式是难点。在临床中，张丽娜指导团队通过肺部超声实现连续评
估，动态监测肺部病情演变，评估治疗效果。

目前，湘雅病房重症患者已全部实现了重症超声指导下的氧疗管
理。张丽娜还牵头执笔撰写了中国重症超声研究组、中华医学会重症
分会的《基于重症超声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建议》。

为了改善严重低氧患者的氧合，她连续7天与5位同事一起，穿
着厚厚的防护服，在护目镜起雾视线模糊不清时还坚持为患者实施俯
卧位通气，并通过超声评估治疗效果，调整呼吸机参数，出隔离病房
时最里层的手术服都湿透了；也曾刚睡下1小时，凌晨4点被病房电
话惊醒，赶到医院抢救危重患者，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等系列操
作之后，患者终于转危为安，窗外的朝阳正好刚刚升起；冒着在病毒

“风口”的风险，开展经皮气管切开术，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都觉得很值，因为只有做好我们应该做

的，我们才能看见重症患者生的希望。”张丽娜说。
每次去查房，患者都很友好地向医务人员打招呼，说“感谢湘

雅的医生和护士到湖北来救治我们”；无论需要配合医务人员做什
么工作，患者都毫不犹豫地支持。这种信任给了张丽娜莫大的信心
和勇气。

“有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但患者仍表达
非常感激和感恩的心情。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医生和患者之间相
互信赖、相互依赖，营造了非常平和甚至是亲密的氛围，医患齐心协
力，这对于我们的救治非常有帮助。”张丽娜说。

张丽娜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患者们能够快点好转康复，都能健健
康康地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蒋荣猛（左一）与同事合影。 （资料图片）

张正良为患者鼓气加油。 （资料图片）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接力赛”
中，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1800余名
党员一棒接一棒，冲刺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用责任担当筑牢疫情防控铜墙
铁壁。

交行上海市分行储运中心的5名
代理库管库员工中，有党员3名。疫
情发生后，为确保交行投向社会公众
的现金符合防疫安全，交行上海分行
要求所有网点柜面的现金采用“收支
两条线”做法予以回笼上缴。在党员
执行主任郭刚的带领下，交行上海市
分行代理库管库员们凝心聚力，自愿
早到岗、迟吃饭、晚下班，仅用了三
天时间，一鼓作气完成了近3亿元现
金钞券回笼入库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不上，谁上？”
时间就是生命，做与时间赛跑的

人。2月初，上海市经信委统计并下
发抗击疫情全国性重点企业名单伊
始，交通银行上海新片区分行行长周
玲第一时间带领党员突击队，逐一电
话联系了列入名单的上海五色石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国颂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等几家重点企业，并带队与相
关部门到现场实地了解企业具体经营
状况和扩大产能的需求。

上海国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对资
金需求迫切，交通银行客户经理张哲
浩主动进驻企业，加快授信进度。2
月5日傍晚，国颂医疗授信报告确认
后，该行连夜发起新片区分行线上贷
审会，急事急办，以最快速度确保了
国颂医疗500万元疫情专项贷款发放
到位。新片区分行的迅速行动得到了
企业的信任和肯定。

疫情伊始，交行上海徐汇支行党委第一时间下发《致支行全体党
员的倡议书》，号召党员敢担当、能担当、真担当，带头做好疫情防
控和金融服务工作。2月14日，交行上海宜山路支行在副行长周松
的带领下，以“冲锋在前，奋斗实干”的精神，为人民银行专项防疫
再贷款名单内重点企业上海纯天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发放100万元
贷款。

疫情期间，金融服务比的是决心，抢的是时间。支行党员先锋队
成员们保持高昂斗志，及时为上海市应急征收名单中的上海丽恒光微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该企业是上海市应急征收名单
内的重点企业，主办客户经理杜克胜牺牲双休日时间加急操作，以最
快速度满足企业需求，仅用了2天时间就完成了放款。

上海艺丰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公司法人
代表在春节期间就联系该行，希望银行能够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在了
解实际情况后，周松多方协调，第一时间为客户办理了个人经营性贷
款，在客户复工的第一天成功投放500万元贷款，为客户送去了资金

“及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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