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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专业的“土方法”

应对，用最严谨和科学的医疗态度。
在前方，首批四川援助医疗队的专家从

1月28日就已经开始上岗。按照前线统一
部署，1月30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支援武
汉医疗队在队长罗凤鸣教授的带领下，开始
接管和重建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病房。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科党总支书
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支部书记，罗凤鸣
将目光放到了更长远的地方，他希望能够对
广泛存在的问题，探索出能推广的解决方
案，实现对一个问题的普遍经验。

在武汉，随着病人基数的增加，医用氧
气的供应开始紧张，因为重症病人需要百分
之百吸氧，所以，医院的氧气需求量是以往
的10倍以上。

于是，当出现医院吸氧病人大量增加，
导致中心供氧系统压力不足这一普遍现象
后，罗凤鸣教授带领团队把中心供氧系统和
钢瓶供氧相结合，用最“土”的办法增加患者
供氧量，“如果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我们就
给患者增加钢瓶鼻导管吸氧；如果患者使用经
鼻高流量氧撂仪，我们就给患者增加钢瓶面罩
吸氧。”在实践中，多名患者在使用这些“土办
法”后，血氧饱和度指标出现明显上升。

2月2日，由罗凤鸣牵头，在听取医疗队
各位专家意见后，由华西医院多名专家执笔
撰写了《四川医疗队—协和武汉红十字医院
病人诊治流程（试行）》。这对于协和武汉红
十字医院类似的二甲医院参与疫情防控，具
有参考意义。

药剂师的“零误差”

医者之心，仁爱无言。
对于四川医疗援助队的每一位医护人

员而言，除了打针、输液、管道护理、血糖监
测等常规工作，还要帮助病人发放盒饭，协
助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进食进饮，对病人做
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

恐慌的情绪慢慢消散。一次查房中，一
位老爷爷摸索着老花眼镜，在手机上寻找相
机功能，他对来自四川的专家絮叨着，“我
70多岁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我可
以给你照个相吗？”

如是这般，信任是战疫的力量，专业是
信任的基石。

在东西湖方舱医院，四川全国医学紧急
救援队队员苏玓每次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
后，都能一口气喝下500毫升的矿泉水。

他是整个东西湖方舱医院10名药剂师
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防护器具资源，
每两名药剂师要连续上班 12 小时，期间要
为近2000名患者配备药品，而且必须保证
百分之百准确，确保做到零误差。

记住200多种药品的摆放位置，随时更
新每天新进药物后的改变，脑海中的药物地

四川1205名
逆行医者的7个瞬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整理报道
（部分图片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官方微博）

勇士出川

图，精准到每位患者病情的增减。
这是药剂师苏玓的专业。基本上，
患者的药品，少则 2 种，多则五六
种，他几乎每分钟要为 3 到 4 名患
者备好药，每天要完成 2000 多名
患者的配药。

“精神高度紧张，不敢丝毫马
虎，每一种药都直接关系着患者的健
康。”苏玓的感受，也是每位一线医务

人员的心理写照，“其实累是其次的，
只要自己的技术和付出的努力能帮
到患者，心里就觉得踏实了。”

见证雷神山

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支援武汉
前线的医务人员，华西医院感染管
理部的乔甫从 1 月 25 日抵达武汉
后，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感控团

队一起工作，实地参与指导武汉客
厅方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筹建。

2月8日，乔甫受委派正式到雷
神山医院工作，他见证了雷神山收治
第一例患者，参与组建并培训该医院
感控团队，他梳理了感控流程和重点
环节，修订了雷神山医院感控手册，
接待并培训各来院医疗队的人员，对
新开的病区进行感控指导。

治病，也要治心

“医森，你蛮杠。”2月10日，东
西湖方舱医院A区，病人对孙颖说
道。

孙颖笑了笑，“这是武汉方言，
就是医生，你非常棒的意思。”在武
汉读了十年书，孙颖会用武汉话和
患者交流，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让
彼此更加熟悉，少了隔阂。

事实上，对于整个四川支援湖
北医疗队而言，一份武汉方言对应
四川话的“翻译表”，几乎和出征前
的防护培训一起，被医护人员记在
心中。

用乡音拉拢的是地域间隔，
用专业赢得的是一份信任，而用
真心，打破的则是面对未知时的
恐慌。

在方舱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的医护人员，带领着轻度患者跳起
了广场舞，或许姿势不标准，或许
节奏踏不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比得上从医院
病房里传出的欢笑掌声更珍贵？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重
症病房，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刘瑶为一位患者阿姨带去了一
袋“礼物”，里面是纸巾、毛巾、牙
刷、润肤霜、沐浴露等生活用品。
原来，在前一天查房时，她发现这
位患者因为家人被隔离，暂时连一
些基础生活用品都没有。回到住
处后，刘瑶将自己还未用过的生活
用品打包，附上小纸条：“给您准备
了洗漱用品，还有医院定制的纸
巾，还有四川特产牛肉干，一点绵
薄之力，希望能帮到您！”

在四川，针对提供心理援助和
心理支持，更早的行动已经展开。

早在2月1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通力
合作，抢抓时间，紧急推出全国第
一本针对疫情的心理防护图书
——《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
手册》。1 月 31 日晚，该书电子版
正式发布，全书图文并茂，共99页
8 万字，免费提供阅读，这也是全
国第一本针对本次疫情推出的心
理防护读物。

2月13日，四川省第七批和第

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启程出征，值
得一提的是，队伍中还包括2名心
理治疗师，对当地的医护人员和病
患进行心理干预。

治病，也要治心。

坚守者，在战斗！

所有人都明白，眼下，这场全
民之战已进入关键节点，而那些前
方沉默恒久的坚持，无一不在酝酿
着向好的拐点。

来自四川的这1205位医护人
员，宛若水珠，融入了这场浩荡的
抗疫洪流中，他们是点滴之光，他
们更是托举之力。脱下口罩，每一
张留下深浅折痕的脸，都是那样美
丽；在被汗湿的防护服下，每一颗
跳动着的心里，都有着对生命的守
护，对专业的坚持，和对天职的尊
重。

我们的城市并不空荡，责任、
付出、爱，正在填满所有人的心
房。那些希望就酝酿在每一批去
往前线的医疗队里，在每一趟运往
湖北的援助物资中，在每一分每一
秒的深切注视下。

有人在整理了四川支援湖北
的所有行动后，以一篇《除了大熊
猫，四川的瓜娃子们把整个省都给
武汉搬去了！》的文章刷爆网络。

其实，四川人一直都不“瓜”，
他们从不负国。

沉默的坚持，
酝酿着春天的重逢

春至·走心治心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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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防护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