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大健康·大健康
102023.3.30 星期四 责任编辑：谷伊宁/版式设计：张杰成/责任检校：冯懿雯

也许你至今没记清TA的脸，只知道在最危险的那天，他们用尽全力，带你走出这难熬的夜。

今天是国际医师节。经历三年战疫，如今各大医院虽已进入平峰工作状态，但医生们依旧在日复一日地奋力拼搏，默默坚守。

昨日，钱江晚报记者兵分四路，直击手术、急诊、ICU、产房的医生们，记录他们对于生命的一场场倾力守护。今天，在潮新闻客户端上特别策划

制作长图，点滴记录各大医院的最美“医”瞬间，通过多个细节镜头，感谢这些时刻在医院奔波的白衣天使(请扫右侧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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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二院滨江院区综合楼四楼手术室。等候区

坐满了家属，空气中都透着焦急和不安。

一墙之隔的手术室里，安静了许多。每个“封

闭”的手术间里都上演着刀光血影，在时间沙漏里等

待着一个个奇迹。

范军强坐在手术间一角，同事们正在做术前准备。

他是浙大二院胸外科副主任，每周有两三天的

手术日。

3 月 29 日，范军强有 18 台手术。从早上 8 点多

到手术室里，一直到下午 3 点，他完成了 6 台手术。

“今天估计又要很晚下班了。”他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的最高纪录，一天连做了 24 台手术，下班时腰都

快直不起来了。

两台手术几乎同时展开。他这边完成核心的肺

叶切除和淋巴结清扫步骤，扫尾工作让同事接手之

后，又匆匆跑到那边做机器人手术。“手术室就这么

大，来来回回地走，一天下来也有七八千步嘞。”

他胆大心细地操作着，从业 28 年，他的手依然

很稳，动作利索，一气呵成。

范军强很少有时间和患者闲聊，在他看来，做好

每一台手术，解决问题才是对患者最大的安慰。

随着“早发现早治疗”的健康意识逐步普及，肺

部疾病的患者也是与日俱增。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

越多。

忙碌成为了范军强的常态。

“滴答，滴答⋯⋯”伴随着手术间里仪器的声音，

范军强努力打赢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天渐渐黑了，手术室里的灯一直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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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强：超长待机是医生的常态，强大的内心、敏捷的思

维、快速的诊断和坚定的责任心才是医生真正的武器。

国际医师节的前一天 3 月 29 日下午，浙江省立

同德医院重症监护（ICU）病区里，胡马洪主任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严密关注着22位患者的病情。

他不时地驻足在21床患者的病床前，仔细查看

监视器的每一项生命指标，他刚把这位因感染性休

克导致多脏器衰竭的病人从死神的手中抢夺回

来。前天早上，已入院三天情况趋于稳定的患者，

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骤起的警报声牵扯着胡马洪

的心脏，作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主

任，他推迟了所有的会议安排，冲锋到一线，对患者

实施全面抢救，上ECMO（人工心脏），上人工肾脏，

经过半小时的奋战，患者病情迎来了转折点。在接

下来的两个 24 小时内，胡马洪叮嘱团队，对患者实

施不断档的重点监护，如遇紧急情况，随时向他报

告。“终于守住了，每一项指标都平稳了！”胡马洪

说，今天患者病情得到了较大改善，预计过两天就

可以撤除ECMO和人工肾脏的设备了。

作为 ICU 主任，胡马洪早就习惯了重症监护室

里随时上演的一场场生死竞速。医护们每天都在

和死神进行无声的搏斗，他们清楚，ICU 里没有“送

分题”，危急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全力以赴，舍

命相博。

3 月 29 日 19:00，还没有吃上晚饭的胡马洪再

一次站到了病床前，俯下身查看 21 床患者 ECMO

的设备数据。时间渐渐进入医师节当天，胡马洪说

他的节日愿望是团队的成员们都能有时间完成自

己的疗休养任务，但在 ICU 里面似乎从来就没有

“过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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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医师，2 号分娩室需要无痛！”凌晨三点，浙

大妇院麻醉医生李淑曦刚回到值班室躺下，一通电

话又把她从床上叫了起来。

分娩室内，一位30多岁的二胎产妇正在低声呻

吟，剧烈的宫缩痛让她额头冒出了密密的汗珠，“医

生你终于来了，快给我上无痛吧，我受不了了。”

李淑曦娴熟地将产妇侧过身，精准定好位置，

将局麻药缓慢地注入硬膜外腔。随着局麻药生

效，产妇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呼吸也慢慢开始平

缓、放松⋯⋯

产妇说，生第一胎时产程太快，没来得及上无

痛，当时痛得撕心裂肺的，“这次说什么都要上无痛，

现在就舒服多了。”

对这种普通的产妇，工作十几年的李淑曦早已

轻车熟路，“不夸张地说，闭着眼睛都能打。但有时

候遇到特别胖的产妇，骨头都摸不到，定位特别困

难，这种时候就要看麻醉师的经验了。”

目前，浙大妇院的无痛分娩率已经超过 80%，

大部分产妇都能在安全而舒适的状态下迎来新生

命，同时麻醉师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一个夜班下来，李淑曦平均要给十几位产妇进

行无痛分娩，最多的一晚达 30 位，每隔半小时就要

起来一次，“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仰卧起坐’。”

无数个日夜，麻醉医生在产妇最需要的时候及

时出现，待产妇疼痛缓解后默默离去，奔赴下一场

战斗。

一夜多达30位
无痛分娩，安全而舒适

吴建雄：不断提高专业技能，积极救治每一位危急重症患

者。

胡马洪：为守护好病人生命的“安全岛”全力以赴，我们时

刻准备着！

李淑曦：麻醉医生的职责就是帮助产妇在较少疼痛甚至无

痛的条件下完成自然分娩，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浙大邵逸夫医院急诊科，吴建雄医生不停地穿

梭在患者、家属和病床之间。

“她的心率达到了 190 左右，这是房颤，马上用

药稳定心室率，否则会引起心力衰竭或者恶性心律

失常，用药后转到抢救室！”吴建雄说完就一路小跑

到抢救室处理另一位脑梗患者的突发情况。

“今天上午 4 个小时抢救了 12 个人，其中有六

七个脑梗患者，基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吴建雄分析，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早晚温差

大，脑梗发病率高，对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来说

特别难熬。

在急诊科，时间是以分秒为单位计算。经过三

年轮转、五年急诊的实战磨炼，89 年出生的吴建雄

早已练就分秒必争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面对

危重患者，在记者看来非常惊心动魄的抢救，他和

同事们却镇定自若，有条不紊。

救护车呼啸而来，躺在担架上的老年患者迅

速被推进抢救室，绿色通道开启，注射生理盐水，建

立了静脉通道，10 分钟做完 CT 排除脑出血，随后

立即进行静脉溶栓治疗，每一步诊断和治疗都分秒

必争。

“脑梗的黄金救治时间只有 4.5 小时，越早救

治，患者恢复越好，今天有几位老年患者比较可惜，

送来的时候都超过了 4.5~6 小时，错过了溶栓窗，

那只能再评估是否可以手术取栓或者保守治疗

了。”吴建雄感到有些惋惜，即便已经一身疲惫，他

仍想着如果患者和家属再重视一点，就能有更好的

结果。

4小时抢救12人，半数以上为脑梗
急诊科分秒必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