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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期间，淳安赛区承担自行车、铁人三

项、游泳三大项赛事，共计将产生 25 枚金牌，是除杭

州主赛区外承办赛事最多的县市区。淳安赛区医疗

顾问、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毕擎介绍，医院选派

30余位医务人员参与杭州亚运会淳安赛区的医疗保

障工作，涵盖了骨科、外科、内科等各科室中有创伤救

治经验的优秀医生跟护士。“从4月份开始，几乎每个

月都有一两个礼拜，要来到淳安进行培训、演练，全面

备战。”

从 2022 年初报名选拔，通过语言考核和技能培

训，到正式成为杭州亚运会医疗保障人员，身临淳安

赛区铁人三项和自行车测试赛现场，为受伤运动员急

救处置，这些经历对于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浙江）队员许利明来说，“太难

得了”。

在4月初举行的铁人三项测试赛中，作为医疗保

障队的一员，他凌晨三点半起床出发，伴着星光前往竞

赛现场，领取物资、检查设备、布置医疗保障点位⋯⋯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才蒙

蒙亮。“在千岛湖边，从刚

到的时候一片漆黑，然后

雾气一点点散开，湖面慢慢

露出来，渐渐地整个山头露出

来，这种体验还是非常特别的。”

尽管作为急诊科医生，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

紧急情况，但真正置身于激烈的赛事现场，还是让许

利明倍受触动。在执行残疾人场地自行车测试赛的

现场医疗保障任务时，一名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运动

员小伙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上午的比赛中就摔伤了，包扎了膝关节。

下午的比赛中，他比完准备从赛道上下来的时候，又

跟上场的运动员撞到一起了。看到他又摔倒时，我的

心也跟着揪起来了。”许利明说道，“我给他处理时，看

到他上午擦伤的地方还肿着，腿上还有瘀青，下午又

添了新的伤。不管在赛场上还是赛场下，运动员们都

表现得很顽强，这可能就是亚运精神之所在吧。”

残疾人运动员小伙 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亚运精神

本报记者 孙燕 梁婧娴 隋雪

通讯员 王蕊 方序 李文芳 杨陶玉 许紫莹

杭州亚运会进入倒计时，各项筹办工作已

进入全力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我省多

家大医院也正全力以赴，不仅派出多名经验丰

富的临床医生及护理人员进驻各场馆，更是全

方位构建医疗保障服务网，为亚运会的顺利召

开保驾护航。

盛夏时节，让我们走近几位承担医疗保障

重任的医生代表，提前来感受一下成为“亚运医

生”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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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进入倒计时，“亚运医生”们也已在各场馆备战，他们说——

运动员摔倒时，我的心也跟着揪起来

“下周我有亚运相关医疗保障任务，周二门

诊就停了，不过我会在周六补门诊。”这几个月，

浙大一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高丹忱坐诊专家门诊

时，时常会向他的老病人们“温馨提示”。

原来，高丹忱主任医师是杭州亚运会场馆

医疗保障人员之一。从 2016 年的 G20 杭州峰

会，到近年来的浙江省两会，高丹忱参加各种医

疗保障任务已不下10次。不过，像参加今年这

样高规格的体育赛事的医疗保障还是头一次，

且这次他还担任了杭州体育馆（拳击）的场馆医

疗保障组长。

今年 5 月，“韵味杭州”2023 年全国拳击锦

标赛（第三批）在杭州体育馆开赛，这也是一场亚

运会场地测试赛。他和7名同事提前进驻赛场。

运动员打完每一局比赛后有一个简单的健

康体检。“我们发现有一名运动员眉毛上方两三

厘米处有伤口，本来想给他缝一两针，但他坚持

不缝，进一步沟通才得知，缝合伤口后对比赛有

影响，那时整场比赛还没结束，只能忍到比赛完

才作处理。”高丹忱说。

6 月，他和同事们还参加了“韵味杭州”

2023 年全国残疾人硬地滚球锦标赛医疗保

障。这同样是杭州亚残运会硬地滚球比赛的测

试赛。

有朋友知道高医生参加亚运会的医疗保

障，有点羡慕能这么近距离地看拳击赛。“其实，

我并不能进入赛场，只能在场馆的医务室，跟大

家一样隔着屏幕观赛。”他笑笑说。以前不太懂

拳击，因为要保障，所以最近经常会看看资料。

在现场，他总是精神高度紧张，紧盯屏幕，“一旦

有情况，我得作出预判，随时可能会启动医疗保

障。”碰到现场处理不了的情况，门口待命的救

护车便会迅速将运动员等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我的强项是做心肺复苏，但我希望在赛场

上不需要我们出动，更不要用到救护车。”高丹

忱笑着说，“如果不可避免，我们浙大一院亚运

医疗救援保障团队也都准备好了。”

进驻拳击馆 就怕运动员受伤

前一天泡在手术室里“精雕细刻”，半夜 12 点才

结束全天的手术，第二天 5 点半起床，踏着晨光赶往

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开启一天的医疗保障工作⋯⋯

在骨科医生和亚运医疗保障人员的双重角色中无

缝切换，对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柳萌来说并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

作为 G20 杭州峰会医疗保障定点单位及驻点

单位，以及美国等近十国元首首选定点保障医院，

浙大二院积累了丰富的医疗保障经验，还曾圆满完

成三国外长会议、世界互联网大会、联合国世界环

境日主场活动等具有国际影响力活动的医疗保障

工作。而这，更让柳萌和一起参与此次亚运医疗保

障的同事们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之重大。

近期，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热闹非凡，游泳比赛、

跳水比赛、花样游泳比赛、残疾人游泳赛接踵而来。柳

萌也变得异常忙碌，在医院和游泳馆之间连轴转。“场

馆内只要有运动员在，FOP（竞赛区）医疗点工作人员

就必须在岗。一般情况下，我们必须在7点前到达，晚

上10点后离场。”每天“超长待机”超15小时，中途没

有午休，午餐和晚餐只能轮替就餐，好在常年奋战在手

术室，柳萌早已练就了5分钟解决一顿饭的本领。

唯一的挑战可能是游泳馆“反常”的温度，因为需

要开着热空调保温保湿。

“我们每天都汗如雨下。”

游泳、跳水等项目看似

没有激烈的碰撞，其实暗流汹

涌，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

擦伤、韧带拉伤、骨折等意外。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中，一

个少年俯冲时手腕扭了一下，当即就肿了起来，他自

己也觉得疼痛难忍，而且活动受限，我初步判断有骨

折或者脱位可能，马上联系了120急救车把他送到浙

大二院滨江院区，拍片显示腕掌关节脱位，医生给他

复位、打石膏，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运动员受伤严重，不适宜继续比赛，必须由

医疗点的医生开出“放弃比赛证明”才行。“然而，这张

证明销路惨淡，几乎所有运动员都避之不及。”一名小

伙膝关节受伤，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柳萌以为

他是来开“放弃比赛证明”的，没想到小伙恳求医生在

评估他的实际身体状况后，为他开一张“可以继续比

赛”的证明；一个小女孩训练时后背大面积擦伤，又红

又肿，伤口消毒后马上又下水了，全程没喊一句痛。

这是柳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运动员，他们身上的拼搏

精神令他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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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曾在 G20 杭州峰会西湖-岳湖晚会医

疗保障工作中协调各方、运筹调度，带领团队圆满完

成现场保障任务，荣获浙江省 G20 杭州峰会工作先

进个人的高建平，这一次，又将站在家门口的绿茵场

上，作为医疗保障组组长，负责杭州亚运会足球场馆

的医疗保障工作。他直言：“亚运盛会不仅是一场大

型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杭州的窗口。作为一名土生

土长的杭州人，能参与其中，倍感荣幸。”

高建平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重症

医学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也曾有过5年的抢救室工

作经历，对于急诊抢救和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有着非常

丰富的经验。

高建平介绍，他所在的足球场馆医疗站点包括

FOP（竞赛区）医疗点、观众医疗点和医务室，可以满足现

场突发状况的抢救工作和基础医疗操作。此外还配置了

两辆救护车，用于发生复杂

情况时将病人转运至定点

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

“足球赛事有其自身的

特点，一是运动过程激烈，球员在

比赛过程中容易发生碰撞，造成擦伤、扭伤、骨折等

外伤，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气胸、心脏骤停等；二是现

场观众数量多，有可能发生挤压、中暑等情况，很多

观众还有基础疾病，加上观赛比较激动，发生晕厥

的可能性也有。”高建平说道，“作为一名 ICU 医生，

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各种各样复杂病症的患者，常常

要抢救危急重症患者，这其中涉及到多学科、多病种

的交叉，需要综合考虑处置。这些经验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对大型赛事中的一些突发复杂情况作出迅速的

判断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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