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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您……“9月8日，黄霞获评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走
出北京人民大会堂后，她收到“硬汉”发
来的祝贺微信。

黄霞是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下
称“三峡医院”）重症医学病区副主任，

“硬汉”是从该病区走出去的一位新冠
肺炎治愈患者。面对病毒的折磨，这位
患者咬着牙从没哼过一声。因此，黄霞
叫他“硬汉”，两人还加了微信。

像“硬汉”这样的微信好友，黄霞还
有不少。

请战 挺身而出上一线

1月19日，全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蒋丽在巫山县确诊，21日凌晨转入三
峡医院重症医学病区。随后短短一周，
三峡医院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近30
人。

万州区与湖北利川毗邻接壤，距武
汉670公里，春节前夕，从湖北到万州
的人员众多。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渝东
北地区疫情防控形势陡然严峻！

随即，三峡医院被确定为渝东北片
区新冠肺炎集中救治中心，周边10多
个区县的重症病例均送到这里救治。

54岁的崔勇是三峡医院重症医学
病区主任，从19日开始，他便投入到战
疫中，率领团队仅用了不到10个小时，
就在重症医学病区基础上组建起了重
症肺炎应急病区。

“我辈已躬身入局，势必要共渡难
关！”对此，黄霞早有准备。她在1月19
日就把父母和儿子送回梁平老家，随即
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

“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做到全
力以赴，跑在疫情前面!”三峡医院院长
张先祥称，从50后到90后，共产党员
首先挺身而出，全院共有1502名职工
请战，他们面向党旗和国旗宣誓，要用
实际行动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三峡医院第一时间在百安分院成
立了抗击疫情临时党支部，共产党员带

头冲向救治一线。
老同志身先士卒，80后、90后紧跟

而上。黄燕花夫妻俩都是三峡医院的
医生，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仅1岁，
但黄燕花主动请缨，成为第一个在重症
监护室接触病人的护理人员；三周前，
护士长向迎春才刚做完甲癌双侧切除
术，但她放弃休息，主动请缨到重症病
房工作……

战疫 生死时速忙救治

2月11日晚10时许，重庆市首例
新冠肺炎孕产妇剖宫产手术在三峡医
院紧张进行。主刀医生、三峡医院产科
主治医师向绍建带着7名医护人员进了
手术室，手术室外，4名科室负责人严阵
以待，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23时46分，孕妇顺利分娩，诞下
一女婴，大家都叫她安安，意寓平安。
两小时后，28岁的采样小组护士麻国
星对安安进行首次咽拭子采样。安安
刚诞生，口腔、咽喉都很小，粘液少，采
样三次才成功。

“我们24小时待命负责核酸检测
标本的采集。”采样小组负责人余海燕
带着一群80后、90后姑娘，每天来回
穿梭在数十个房间，最多一天采集了
110多份咽拭子标本。

采集标本时，需要被采样者摘掉口
罩，张大嘴巴，暴露出扁桃体和咽喉壁，
这时病人呼出的气溶胶和喷溅出的飞
沫携带大量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而
棉签伸入咽咙深处留取样本时，很容易
引发患者咳嗽甚至喷溅。

“不穿防护服危险，穿上又很笨
重。”余海燕介绍，她们必须三级防护全
副武装，“这种全防护型的面罩过滤效
果接近100%，但重达1斤，戴久了头
痛，只能咬牙坚持。”

2月16日傍晚，危重患者李明病情
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市区两级专家
会诊后拍板——上ECMO(俗称“人工
肺”)！

渝东北没有ECMO，重医附二院
支持；缺安装专家，西南医院专家火速
支援；三峡医院这边，医护人员提前准
备医疗器械和急救药物；专家们跟踪患
者病情，随时实施抢救……

2月17日凌晨1点30分，20余位
专家、医护人员集结到位。

万籁俱寂的深夜，李明所在的病房
却灯火通明。随着一根食指粗的管子
放到患者心脏入口，ECMO 成功安
装！12小时生死争夺战，让李明病情
得到明显改善。

“如果我们一松劲，病人就可能永
远睡过去了。”市级医疗救治专家顾问
组副组长、重医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郭述良说。

自重症肺炎应急病区组建那一天
起，医护人员就一边救治患者，一边总
结新冠肺炎救治的方案。郭述良提出
了“四类分管”措施，三峡医院集中力
量救治确诊病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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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担
发热症状患者集中观察任务。与此同
时，他又把渝东北片区救治形势分成

“四个圈”，最里面的是危重型救治圈、
重型救治圈，中间是普通型救治圈，最
外面是院外区县圈，每个圈由相关专家
和医护人员分头负责。

这些宝贵的经验，对全市乃至全国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都提供了参考。

奉献 舍小家撑起大爱

3月11日，三峡医院最后一位新冠
肺炎患者谭军治愈出院。

“为了这一刻，很多医护人员与家
人分别了51天。”三峡医院院长张先祥
说，51天来，他们中有的持续战斗，有
的轮休后又上岗，“他们牵挂着家人，家
人也挂念着他们，但他们一直在战斗。”

崔勇家中有80多岁的老母亲，妻
子患哮喘多年。“你进了病房我怎么
办？”离家那天，妻子问他。崔勇一时无

语，默默地把同事刘超、周歧龙的电话
留给妻子，叮嘱有事找他们。

向江琳是三峡医院御安分院副院
长、三峡医院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如
果没有这场疫情，她除夕和正月初一值
班后，一家三口将回老家看望母亲，然
后去成都游玩。

向江琳的母亲79岁了，住在云阳
县城，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但这个春
节，向江琳连电话都没敢给母亲打一
个，“就是怕她担心我引发疾病。”

2米，这是护士廖乐和女儿之间最
近的距离——2月21日下午4点，廖乐
终于与分别了20多天的女儿见面了。
不过，两条隔离带阻止了母女俩的拥
抱，她们只能戴着口罩、站在相距约2
米远的地方相见。

“瑶瑶！瑶瑶……”廖乐一边喊着
女儿的小名，一边挥着手，让女儿再朝
前走两步。瑶瑶没有动，一双眼睛睁得
大大的，看着不远处的妈妈，有些胆怯、
陌生。廖乐急了，声音有些哽咽，“你不
是想妈妈吗？”

慢慢地，瑶瑶终于碎步向妈妈跑
过来，递上手中的“惊喜”。廖乐低头，
打开女儿亲手制作的贺卡：封面是彩
色纸条粘成的一束鲜花，里面是稚嫩
的笔迹——“妈妈辛苦了，祝您工作顺
利，妈妈加油！”落款日期，竟然是2月
2日。

短暂的见面后，廖乐与同事们一道，
继续投身战斗。与此同时，市级医疗救
治专家顾问组的专家们也在三峡医院抗
疫一线足足坚持了51天。

没有人生来就勇敢，只是因为责任
与担当。

51天救治52名危重症患者！市
级医疗救治专家顾问组成员，以及在三
峡医院新冠肺炎重症应急病区参与救
治的共计300余名名一线医护人员，他
们舍小家撑起大爱，逆行出征，为患者
架起生命的桥梁，最终迎来了春暖花
开。 （文中确诊患者均为化名）

生死营救 重症病区的51个日夜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0月1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密集组织实
施了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安排
财政资金支持近3000万元，全市100
余家科研单位、2000余名科技工作者
参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科技局快
速响应，出台了《加强新冠病毒感染肺
炎协同攻关强化突发疫情防控科技支
撑的若干举措》，并于1月22日紧急启
动实施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科技攻关专项”首批项目。

“根据国家有关部委明确的五个
主攻方向，结合重庆科技创新实际，
我们聚焦疫情防控关键环节，确定了
疫情监测、临床救治和诊疗产品装备
三个重点方向。”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称。

与此同时，我市还成立了疫情防控
科技攻关专家总体指导组和中医药专
家指导组，开展疫情防控科技攻关的决
策咨询、技术指导和政策建议等工作。
其中，专家总体指导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卞修武教授还深
入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参与疫情防控临
床病理研究。

紧密结合临床救治的需要，一批
阶段性科研成果在疫情防控动态监
测、医疗装备、快速检测、临床救治、
中医预防康复等关键环节发挥了积
极作用。

在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
市疾控中心开展疫情动态监测和预警
研究，绘制疫情分析地图，累计形成每
日分析报告39期、专题分析报告201
个，开展 20例病例样本核酸基因测
序，获得8株病毒全基因序列，为全市

疫情科学防控、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
支撑。

在临床救治技术和方案方面，市公
共卫生救治中心、市中医院等单位研究
制订《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
防治推荐方案》(试行第一版至第三版)
等新冠肺炎诊疗规范5个，新冠肺炎中
医药防治方案被推送全市有关医疗机
构使用。

在药物筛选和新药研发方面，市中
医院应急研发的“藿朴透邪合剂”“柴胡
甘露合剂”和“麻杏解毒合剂”3个医院
制剂获得市药监局批准使用，4000余
瓶合剂配送至4家集中救治医院和2
家定点医疗机构使用，加快了患者的诊
疗救治；市畜牧科学院通过实施新型冠
状病毒应急用抗体研发项目，获得6株
具有活病毒中和效果的全人单克隆抗
体；陆军军医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

先发现一批可用于精准预防和治疗新
冠病毒感染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相关
科研成果在国内《分子与细胞免疫学》
杂志上发表。

在检测和防控装备方面，重庆医
科大学联合企业研发的2个新冠病毒
抗体检测试剂盒通过了国家药监局注
册审批，可用于核酸检测阴性疑似病
例的补充检测；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快速核酸提取试剂
盒和提取纯化装置，在10余个省市的
100余家医疗机构累计开展了40余万
人份检测服务；耐德工业研制的移动
急救方舱医院，在湖北开展现场诊疗
救治工作，其紧急启动研制的“移动
CT检查方舱”也即将正式投产；长安
汽车研发的流动防疫车，已在全市25
个人口密集场所开展了体温检测近
5000人次。

冲锋在抗疫一线的科研“铁军”

组织开展“复工复产企
业和公共场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规范研究”，研
究编制完成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地方标准24项

我市研发的9款新冠病毒检测
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

相关产品在国内近20个省市以
及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马来
西亚、缅甸、泰国等多个国家广
泛应用，完成超过100万人份
的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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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4批疫情防控应
急科研攻关项目

安排财政资金近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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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19个临床医学研
究 中 心 ，累 计 选 派

1073名医务人员开展
一线临床救治服务和
指导，其中临床专家

156名

22 数
说

编写完成 10余万
字的《新冠肺炎及
其他传染病疫情防
护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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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研发的“藿朴
透邪合剂”“麻杏解毒合
剂”，4000余瓶合剂配

送至 4 家集中救治医

院和 2 家定点医疗机
构使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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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1日收治首

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到

3月11日最后一位患者

治愈出院，51天时间里，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临时组建的三峡医院重

症肺炎应急病区专门收

治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

患者，累计收治了52名

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51天，对于人一生

来说，是短暂的。但这51

天，对坚守在该病区的

300余名一线医护人员

来说，是如此刻骨铭心。

51天里，他们全力

以赴，与时间赛跑、同病

毒斗争，展开了一场生命

大营救——

□本报记者 彭瑜

1月29日，三峡医院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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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在两江新区第一人
民医院核酸检测实验室，检测人
员正在工作。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