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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跨越50多℃温差，任务无缝衔接

“你们现在有什么要求？”

结束援沪任务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提问，浙江省

援沪重症医疗队领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蔡洪流回答道：“队员们想吃西

瓜，管够的那种。”

蔡洪流的回答听着像玩笑话，其实很写实，这

54 天，队员们坚守不易：任务重、压力大，体力和精

神上双重负重，很多人体重下降，有人瘦了10多斤。

作为领队的蔡洪流，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接到带领浙江省援沪重症医疗队参加大上海保

卫战指令的那天，蔡洪流刚刚从吉林飞回杭州，入住

隔离酒店，行李箱还来不及整理。3 月 12 日，蔡洪

流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示，作为国家联防联控机制

专家组成员，奔赴吉林参与疫情防控。

出发去上海前，蔡洪流的行李箱里都还是冬季

的羽绒服，他打电话给家人，整理一些春夏的衣服，

送往集合地点。“我夫人把东西送到酒店门口就走

了，我们也没见到。”蔡洪流笑着说，当时去吉林，最

冷的时候零下 30℃，到上海，最高温度时 28℃。他

跨越了50多℃的温差。

“我们的队员来自全省 40 家医疗机构，全是优

秀的中青年骨干，考虑到这次任务重，挑选队员的时

候，我就提了三个要求：业务好，一线骨干；身体好，

要扛得牢；思想好，有奉献精神。”

事实证明，蔡洪流这三个条件组建了最优秀的

队伍：他们管理着上海两家新冠救治定点医院的

32 张重症床位，54 天，不分日夜，累计收治患者 90

人，均为危重型与重型患者，累计转出及出院患者

85 人。

鼓舞士气的生日会，就像快闪

这背后的辛苦和付出，蔡洪流比谁都清楚。

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队员们最长的通勤时

间近 4 个小时，再加上 4 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意

味着要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很多人需要使用尿不

湿，还有人为此尿路感染；饮食不规律、体力透支、精

神高度紧张、日夜颠倒,有些队员需要服用助眠药物

保证睡眠时间。

“我最大的压力就是首先确保队员们的安全，确

保零感染。”为了做到这一点，蔡洪流可谓严苛：队员

们第一次进舱前，他和护士长以及院感专职人员先

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每位队员的洗手衣口袋中、接

送队员的大巴车里都备有 N95 口罩，以防备出现突

发状况；他要求重症病房里都要有应急处置室，配备

充足的防护物资，如果有队员工作中出现意外暴露，

可以快速安全地予以处置。

还有一个细节，为了鼓舞士气，医疗队会为队员

们过集体生日。

“我们在酒店大堂里简单集合，切了生日蛋糕

后，每个人把蛋糕带回房间去吃。因为按照规定，大

家出了房间就要戴 N95 口罩。”蔡洪流形容过生日

的场景：像快闪。

把最重的病人，送到浙江重症队来

这些住进重症病房的患者，绝大多数高龄、有多

种严重基础疾病。这让医疗队面临很大的挑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陆志华支援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临港院

区重症病房曾为一位患者上“人工心肺”——体外膜

肺氧合（ECMO）治疗。

在患者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治疗团队每天坚持给

他俯卧位通气，每次需要5名医护人员协助才能完成。

浙大邵逸夫医院的护士孙磊曾护理过一位将近

70岁的患者，他做了气管切开，总是做出各种手势，

想要和家人视频。

“我们用工作手机和他家人取得联系后，他情绪

变得好一点。”孙磊轮班时，会第一时间去看望老人，

想办法宽慰他，“他要吃流食，我们用针筒慢慢推进

他嘴巴里，一开始他不配合，拒绝吃，在我们的劝说

下，慢慢能多吃一点。他能吃，我们就会多喂一点，

每次喂饭基本要半个小时以上。”

5 月底，上海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一位 40 多岁

的重型患者在经过 23 天的 ECMO 治疗后，顺利撤

机。这位男患者接受过白血病骨髓移植术，转入重

症监护室时，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还出现感染性

休克，情况危急。

“ECMO 管、气管插管、心包穿刺引流管等，患

者身上大大小小插的都是管道。医护人员给他安全

翻身、做俯卧位通气都是个巨大的挑战。”浙大邵逸

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王长亮说。

上海当地的专家和浙江省援沪重症医疗队的医护

人员竭尽全力，一次次帮助这位男患者逃离“鬼门关”。

浙江省援沪重症医疗队撤离的时候，队员们亲

自将他护送转院。

“这位患者，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希望他后

续也能平稳。”蔡洪流说。

援沪期间，医疗队共为 4 位患者实施 ECMO 治

疗，这个数字占了所有援沪重症医疗队的一半。

当初支援上海时，蔡洪流曾说：把最重的病人，

收到浙江重症医疗队来。这是一种实力和担当，也

最终不负所托。

所有的不易都化作一句，“回家真好”

54天，坚守不易，这支队伍里的很多人，也错过

了自己的一些重要时刻。

出发到上海前，孙磊的妻子，同为浙大邵逸夫医

院的护士，即将到临产期。

“她的预产期是 5 月底，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其

实很纠结。”让孙磊没想到的是，妻子的第一反应是，

支持他去。

5 月 12 日，小宝宝出生时，孙磊恰好执行完任

务，回酒店，在视频里和新生儿见了一面。

“很高兴，但之前也非常担心我老婆，又觉得特

别愧疚。”孙磊的心情五味杂陈，“这次回去，我要多

出力带孩子，让老婆好好休息。”

王长亮的两个儿子都在读小学，这次出发前，

两个孩子送他到公交车站。“他们俩看着我上公

交车，一直挥手，直到看不到。”在上海的这 50 多

天，王长亮错过了儿子的生日，错过妈妈的生日，

错过了六一，不过，他似乎已习以为常。从 2020

年援鄂开始，这两年他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外出

执行疫情防控的任务。只不过，这次的出征时

间，破了纪录。

和其他人的错过相比，浙大邵逸夫医院护士赵

金晶的错过则非常悲伤。在上海执行任务期间，她

最亲爱的外婆离世，她却没有办法陪在老人家身边

走完最后一程，成了她此生的痛。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童佳亭 4

岁的儿子经常在电话里问，“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

时候能回来？”他和儿子约定：打完胜仗就回家。

“结束隔离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抱自

己的孩子。”童佳亭说。

蔡洪流也有牵挂，他的孩子正在读高中，两人已

经 3 个月未见。而所有的愧疚和思念，都化在他爽

朗的笑声中：“回家真好。”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蕊 江晨 王家铃 李文芳

6月17日，浙江省援沪重症医疗队130名队员解除隔离，返回各地。

4月18日，这支集结了全省40家医疗机构人员的队伍从杭州出发；

6月10日，在上海坚守54天后，他们凯旋返浙。

如今，结束7天集中隔离后，阔别家人61天的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是最晚归来的一支浙江援沪医疗队，也是坚守最久的援沪重症救

治队伍。他们说：把最重的病人，收到浙江重症医疗队来。浙江省援沪重

症医疗队可谓负重前行，最终不辱使命。

这是最晚归来的一支浙江援沪医疗队

浙江重症医疗队
54天，打下一场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