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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 （记者 李星婷）3月21
日，是重庆市第十二、十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到达武
汉一个月的日子。按照此前的部署，各省市医疗队
将于近期有序撤离武汉，但重庆市第十二、十四批支
援湖北医疗队却主动要求留下来，继续支援武汉市
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医疗队负责第十二、十四、十五3个重症病区
的工作，现对工作方案调整如下……”3月21日晚
上，在重庆医疗队的工作群里，发送了这样一份通
知。此前，重庆医疗队入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
后，接管的是第十四、十五病区以及ICU病区。近
一个月的时间里，重庆医疗队共收治90余名病人，
治愈50余人（其余部分病人仍在医院进行治疗）。

“目前其它省市医疗队均陆续撤离武汉市中心
医院，但后湖院区还有200余名重症病人。”医疗队
领队陈勇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于是医疗队主动请战，
表示继续留下来，帮助医院进行救治工作。

陈勇介绍，现在ICU病区已由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自己管理，医疗队新增接管了十二病区。
目前其它医疗队负责病区的病人已转到重庆医疗
队病区，一共转入了47名病人。“医疗队随时服从
整体的部署安排。但大家想的是，能多做一天就多
做一天，能让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多休息一下，就
多帮一点。”

重庆市第十二、十四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请战继续战斗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20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获悉，该医院已与湖北
省孝感市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签订协议，将通过
构建医联体的方式，促进两院之间的人才和技术
交流。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重庆市急救医疗
中心15名队员组成的医疗分队曾先后支援孝感市
汉川市和孝昌县，成功救治了多名患者。特别是2
月15日医疗队转战孝昌，进驻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
后，该医疗队与其他来孝昌支援的重庆医护人员共
同组成重庆医疗队孝昌分队，投入对该县新冠肺炎
患者的诊治之中。“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截至3
月11日，孝昌县的新冠肺炎患者已全部清零，孝昌
县的战‘疫’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重庆市急救
医疗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在此次抗疫过程中
结下的深厚友谊，让双方有了进一步合作的强烈愿
望，因此决定共建医联体。

此次签约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将结合医院
的医疗特色，通过综合指导和创伤专科联盟的形式，
以医联体为载体，搭建与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之间
的技术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的平台。“市急救医疗中
心将借助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心电及培训等提
供多方位支持和帮助，进而提高双方的医疗水平，让
更多当地老百姓能得到救治。”该负责人说。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与孝昌县
第一人民医院共建医联体

让更多当地老百姓得到救治

□本报记者 李珩 通讯员 尹蕾

温暖，这是王斌（化名）当下的
心情。3月21日，阳光斜斜地洒在
脸上，王斌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对未
来怀着最美的期待。

可就在10天前，他的生命还处
于倒计时阶段。

3月12日，一场特殊的生命接
力在重医附一院拉开序幕，包括王
斌在内的5条生命重获新生，6名患
者重见光明。在这背后，除了3名伟
大的器官捐献者，还有重医附一院
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坚守和逆
行。

首次完成多个大器官捐献

30岁的王斌很瘦，宽大的病号
服套在身上显得有些空。因患上罕
见的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导致
他肝功能严重衰竭。除了肝移植，
别无他法。

62岁的吴勤（化名）则患有尿毒
症，7年里一直与血液透析相伴，去
年底病情突然恶化，她在重医附一
院登记申请肾移植手术。

他们都在期待奇迹，期待新生。
3月10日、11日，3条年轻的生

命因抢救无效去世，家属决定捐献
其器官。

但这一决定却让医院很为难，
面对凶猛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器
官捐赠和移植手术都存在巨大的院
感风险，一旦哪个环节的防控没有
到位，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救治！”重医附一院党委
书记许平果断拍板这几例器官捐献
和移植手术。

接下来，医院OPO（人体器官获
取组织）工作人员兵分三路，在重庆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完
成了3名捐献者的法定文书签字，并
连夜将器官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系统，系统分配程序启
动，与捐赠器官配型成功的生命将
获得新生。

3月12日早上7点，手术开始。
在向器官捐献者的遗体鞠躬后，重
医附一院肝胆外科肝移植团队和泌
尿外科肾移植团队的5名医生站上
了手术台。两小时后，他们完成了

3名捐献者12枚器官和6片眼角膜
的获取。这也是重医附一院首次完
成心脏、肺、肝脏、肾脏多个大器官
的捐献。

医护合力完成生命的延续

这场特殊时期的多器官捐献和
后续的多台器官移植手术，牵动着
许多人紧绷的神经。供体的获取和
移植，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稍有
差池就可能错过安全时限。

从3月12日早上7点进入手术
室，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整整19个小
时，在重医附一院肝移植团队、肾移
植团队，以及重症医学科、麻醉科、
检验科、输血科等多学科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几十位医护人员通力合
作，为1名患者成功实施了肝移植手
术，4名患者成功实施了肾移植手
术。

与此同时，成功配型分配到全
国多家医院的捐献器官，也与时间

赛跑，接力展开了心脏移植和肺移
植手术。

“12日晚上10点10分，捐献的
心脏在另一个人的胸腔里开始重新
跳动起来！差一点点就过了安全时
限，时间刚刚好。”一家外地医院的
负责人感叹。

3月14日，随着6片眼角膜被植
入患者眼底，重医附一院医护人员
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硬仗，生命由此
延续。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完成多器
官的捐献和移植手术，对我们来说
是一次巨大挑战。”重医附一院医务
处处长徐玲说，为了确保移植手术
的安全，医院对捐献供体和受体都
作了严格的筛查，并详细询问流行
病学史、检查临床症状、进行病毒核
酸检测等。

重医附一院的手术室还开通了
接送病人的专用通道，针对不同的
患者、不同的手术情况，严格执行防

控标准，对进入手术室的全部人员
进行管控，确保手术环境安全。

选派5批医疗队共209人
支援湖北

其实，对医院来说，另一大挑战
即是对湖北的增援。“疫情就是命
令，我们以战时速度迅速集结5批医
疗队，第一批医疗队早在1月25日
就集结完毕。”许平说，该院已选派5
批医疗队共209人奔赴湖北。

“这里的战斗，外界可能无法想
象。尤其是面对危重患者，很多时
候都是始料未及的遭遇战。”作为重
庆市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之一，重医附一院胸心外科医生王
小文说。

2月26日中午，71岁的女性新
冠肺炎患者病情突然恶化，出现呼
吸衰竭，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都不
管用，专家评估后决定为她实施体
外膜肺（ECMO，即人工肺）挽救性

治疗。这是武汉市第一医院首例
ECMO救治新冠肺炎危重患者，也
是重庆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实
施的第一例。

ECMO技术要求非常高，风险
大，操作复杂，安装ECMO过程需
要大大小小几十道程序、几十种器
材。王小文临危受命，可第一步的
穿刺置入ECMO导管就给他来了
个下马威——患者血管特殊，两根
血管完全重叠在一起，位置不佳，穿
刺难度极大。

操作的器械都是临时组合，隔
离病房里没有专用穿刺器，也没有
手术灯，王小文的护目镜上全是雾
气和汗水，能见度极低，他只能靠着
感觉和经验操作。在搭档医生吴彬
定好位置后，他们一起在超声引导
下穿刺血管，一针见血，暗红色的血
溢了出来，王小文赶紧置入导丝，固
定位置，依次置入扩张器，但最后一
步置入导管后，却发现没有血涌进
导管。

“不对，一点血没有肯定不对，
肯定不在血管里面。”王小文只能重
新来，可还是没有血涌出来。情急
之下，他们决定改变策略，换一种方
式置入ECMO导管。王小文一边
推送导丝，一边手上体会着导丝在
血管里穿过的感觉，最终，当一股暗
红色热流涌进管道时，身后的助手
喊了一声“漂亮”，房间里响起一阵
掌声。

等ECMO正常运转时，王小文
等人穿着隔离服已近7个小时。脱
下防护服时，他们全身都湿透了，口
罩里也全是汗水和鼻涕。

“我们是拿生命风险与死神比
速度、抢生命。”重庆市第八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领队、重医附一院副院
长肖明朝说。

据统计，截至3月19日，重医附
一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累计管理病例
1141人，其中重症病例186人，危重
症病例48人；出院及转出患者864
人；参与护理患者851人。心理评估
2205人次，心理干预749人次；中医
治疗394人。开展专家巡诊指导96
次，遍及11个区县18家医院。在孝
感中心医院实施了第一例ECMO危
重患者救治，填补了当地技术空白。

一 场 特 殊 的 生 命 接 力
——重医附一院在疫情期间的坚守和逆行

□本报记者 李珩

郭述良终于可以多睡一会了。
在过去50多天的时间里，缺觉是他
的常态，有时凌晨1点睡，4点就醒
了，因为总是睡不踏实。

“就想看一眼危重患者病情怎
么样了。”郭述良说。

作为重庆英才计划名家名师，
郭述良是重庆市新冠肺炎市级医疗
救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万州片区
专家组组长、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自1月21日重庆
确诊首名新冠肺炎患者以来，他就
坚守在抗疫一线。3月17日，重庆
日报记者电话联系上正在万州进行
医学隔离的郭述良时，他说：“重庆
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建定点医院，他把自己当
“病人”全流程走了一遍

1月30日，作为4个集中救治医
院之一，由黔江中心医院儿童医院
改建而成的黔江片区集中救治定点
医院开始接收确诊病例。

要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儿童医院
改为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医院，难度
不小。1月26日，作为黔江片区组
长，郭述良与其他专家各施所长、通
力协作，迅速指导医院从硬件平台、
人员团队、技术能力、流程规范、培
训科教等多个方面，全面启动集中
救治医院建设。

在收治病例前，郭述良又带着
所有人全程走了一遍，从门诊、检
查、确认是否疑似，到最后确诊救
治，郭述良一边走，一边站在病人的
角度给医院找问题。等到一个流程
全部走完，已经过了3个多小时。

郭述良说，只有把自己当成“病
人”走一遍，各个环节都“过关”了，
才能放心。

为了尽量减少交叉感染的风
险，黔江片区集中救治定点医院指
挥室还安装了多媒体交互式视频，

接通了5G，为专家组非接触式诊察
病人、与病人沟通、会诊和讨论病例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后，该方式也
在其他定点医院推广应用。

用“三个四”的救治方案，
实现万州片区“清零”

3月11日下午，重庆三峡中心
医院最后两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
愈出院。这也标志着万州乃至整个
渝东北片区在院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实现“清零”。

“清零”的背后，也凝结了郭述
良太多的心血。2月13日，郭述良
奔赴万州，担任万州片区专家组组
长。如果说黔江片区集中定点救治
医院是从无到有，那么初到万州，郭
述良最大的感觉就是人员紧张。

“那时，医护和设备都不够，要
管的事情又太多。”郭述良说，万州

片区本就属于重庆疫情发展最重的
地区，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数量最
多，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也最多，而专
家们不仅仅要管确诊患者的救治，
还要负责疑似患者的筛查、发热门
诊的日常工作等等。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重症及危重
症病人，专家组的成员大多无法入
眠，郭述良有时凌晨4点就会从睡梦
中醒来。

“这样不行，要集中力量救治确
诊病例。”经过调研，郭述良提出了

“四轴联动”“四圈分治”“四类分管”
等“三个四”的救治方案。

第一个“四”，是把具体工作重
点分成四部分，四部分分工合作，互
相联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门是第一个轴，负责协调设备、人
员等相关资源的调配；三峡中心医
院是第二个轴，承担确诊病例的定

点救治工作；第三个轴是各级专家
组，针对每一个确诊病例，通过全科
会诊拿出个性化的医疗救治方案，
并且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第四个轴就是一线医护人员，主要
负责实施具体医疗救治工作。

第二个“四”，是将万州片区划
分为“四圈分治”，分板块各个击
破。三峡中心医院在院的危重患
者、重症患者、普通型轻型患者是其
中三个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渝东北
片区10个区县的定点医院的救治患
者。郭述良介绍，不同圈的救治重
点是不同的，救治危重患者，就要集
中专业团队攻坚，降低死亡率，努力
让患者向重症、轻症转变；救治重症
患者就要阻止病情向危重发展，努
力让患者康复或向轻症转变；救治
轻症患者，尽力让患者早日康复出
院，阻断向重症、危重症发展。

最后一个“四”，是对四类不同
人群由不同单位实行分管和救治。

“三峡中心医院最开始既要管确诊，
又要管疑似，还要管发热患者、密切
接触者，工作量大又不集中，难于兼
顾。”郭述良将人群划分四类后，确
定了不同的分管单位，重庆三峡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宿舍被指定为
发热症状患者集中观察点，由该校
负责。三峡中心医院承担确诊患者
的医疗救治，万州区人民医院负责
无症状感染患者和疑似病例的医疗
救治。

与死神比速度，全力抢救
危重型患者

在三峡中心医院，每一例危重
型患者都会经郭述良之“手”，炎症
风暴、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面对
患者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郭述良
绷紧了神经。

在郭述良看来，虽然面对的是
新冠肺炎患者，气管插管、上ECMO

（人工肺）等危重疾病救治的手段和
技术都应该开展起来，“我们必须跑
在疾病前面”。

56岁的李明（化名）就是一个凶
险病例。2月16日，李明病情进行
性恶化，氧饱和度仅70%、心率186
次/分，血气二氧化碳分压为150毫
米汞柱、血气pH值6.95……当天上
午10点，郭述良在查房时就发现李
明病情危重。在随后的大组讨论会
上，郭述良提出必须提前准备EC-
MO。

然而，三峡中心医院并没有这
种设备，整个渝东北地区也未开展
此项技术，更没有相关的操作人
员。而且，全市的ECMO仅有10台
左右。

傍晚6点，李明病情再度恶化，
经郭述良建议，专家们商定尽快给
李明上ECMO。经市卫健委协调，
重医附二院医护团队携带ECMO
当即从主城出发赶赴万州，西南医
院两位专家也连夜奔赴万州参与抢
救；与此同时，郭述良带领专家们一
边讨论病情、一边实施抢救，为上
ECMO争取时间、创造机会。

17日凌晨1点30分，医护人员
和设备全部集结到位。经过4个多
小时奋战，万州第一例ECMO抢救
成功。

早上6点多，郭述良拿到李明的
最新指标数据，氧饱和度已升高到
92%，一夜未眠的他这才松了口
气。“这是一场硬仗，必须争分夺秒，
如果我们一睡下，病人就可能永远
睡过去了。”

3月11日，万州在院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清零”后，郭述良开始了
医学隔离，但他并没有闲下来。“手
上有3个新冠肺炎课题，临床上有些
没弄清楚的问题还有待研究。”郭述
良说，作为呼吸科的“老兵”，面对呼
吸传染病，他责无旁贷。

重庆市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郭述良：

“如果我们一睡下，病人就可能永远睡过去”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 （记者 李星婷）日前，
重庆市医疗队队员王越写下“一封给武汉的情书”，
引发全国热议。重庆日报记者3月22日了解到，继
中南民族大学教师熊岳炜回复这封“情书”后，90后
武汉小伙耿天维，也写下回信《江山同月汉渝共流
万舸连帆感君苇舟》致谢重庆，还表示90后甚至00
后也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

耿天维出生于1994年，武昌区人，籍贯湖北省
黄冈市红安县，那里是有名的“将军县”。受家庭影
响，耿天维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毕业后进入湖
北人民出版社，负责综合类图书的出版编辑工作。

由于白天在小区做志愿者，晚上还要做出版社
的相关案头工作，耿天维17日才看到王越写给武汉
的“情书”。当天，他就花了几个小时写回信。

在回信中，耿天维从武汉和重庆的历史、一衣带
水的情谊等谈起，表达两座城市休戚与共的手足之
情，感谢每一位像王越医生一样“万舸连帆，直下武
汉”的救援人员。他说：“两座城市都是英雄的城
市。武汉人民深怀感动和谢意，将这份谢意用文字
表达出来，予以回信，是基本的礼仪。”

耿天维在回信中，还讲到无数奋斗在抗疫一线、
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他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一人一扁舟，万舸此
中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后继有人，指日可待。”

记者了解到，耿天维在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周
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去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
念日的时候，他写下《乘百年风破万里浪》的长诗，参
加长江传媒集团的纪念活动并进行朗诵。

近段时间，耿天维关注到抗疫一线有很多杰出
的90后和00后，比如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武汉硚口乐翥和朱新年两名95后基层女
警、武汉东湖新城社区的00后志愿者谢小玉等，“时
代的接力棒接过来了，我们90后甚至00后站出来
了。”耿天维说，如果说这次疫情像一个潘多拉魔盒，
带来死亡、痛苦和忧郁，但最后飞出来、最宝贵的是

“希望”，“无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自己这
封回信，也是90后一代对时代所赋予重任的回应和
承诺。”

“这封回信挖掘了两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英雄气概。我也是从小看《红岩》长大的，回信体现
的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和时代精神让人感动。”王越
在看到这封回信后表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90后武汉小伙再回“一封给武汉的情书”

3月18日，武汉市第一医院，重医附一院医护人员为责任病区内最后一名治愈患者送行。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 谢智强 摄

郭述良（左一）正在与专家讨论病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