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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患者巡查完要两小时

早上六点，闹钟准时在耳畔
响起，司敏从梦中醒来。起床洗
漱、换衣服、穿纸尿裤、吃早饭，
这套已经熟练操作二十多天的

“规定动作”，一气呵成。
7点10分，通勤车停在了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北门。司敏与
队友走下车，朝着病区走去。在
那里，等待交接班的医护人员已
经工作5小时。

穿戴好层层防护装备，穿过
一道道隔离门，司敏走入了重症
监护病房，从早上8点到下午两
点，他们要在这里紧张地“战斗”
6个小时。

“血气分析的结果怎么样？”
“呼吸机参数如何？”……交接班
时要确定患者情况。病房内有几
个中年患者，虽然没有基础疾
病，但是病情却非常危重，这让
司敏觉得十分棘手。不过，近来
总算危重症患者少了，前段时
间多的时候，18张病床都住得
满满当当，仅危重症患者就有
八九位。

“抬一下腿，握我的手！”“你
的情况在好转，一定要坚持！”

“你呼吸机支持参数往下减了，
慢慢来，一定会好起来的。”每一
位清醒的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
焦虑和恐惧心理，在查房时，司
敏都会与患者聊上几句，握着他
们的手，安慰或鼓励。

尽管只有11个患者，但是查
一圈下来，却要足足两个小时。
她说得口干舌燥，早上出门前喝
的那几口水，早已化作汗液从体
内蒸发出来，防护镜上起了一层
水雾，时间久了凝成水珠，视线
模糊，呼吸急促。

下医嘱、开检查单、安排预
约 的 患 者 外 出 检 查 、书 写 病
程……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嗓
子渴得直冒火，六个多小时马不
停蹄的忙活后，等到下个班次的

医生来换班，司敏和同事们的工
作才终于告一段落。脱下防护
服，汗水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
上，传来丝丝凉意。

司敏从病房回到驻地，消
毒衣物、洗完澡之后，连头发都
来不及吹干，她就直奔桌前，拿
起早已放凉的白开水，咕咚、咕
咚灌了好几大口。良久才觉得
自己体内流窜的那团“火”终于
被浇熄，吃午饭时已经是下午3
点半。

把自己排在请战头一位

司敏所在的济南市中心医
院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身为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司敏擅长
休克、重症感染、中毒和脏器功
能衰竭诊治，被任命为医院新
冠肺炎防治医疗救治专家组的
副组长。

部队转业到医院的司敏，总
是不经意流露出身上那股能打
敢拼的“狠劲”。

在济南市中心医院组建隔
离病房的时候，她第一时间请
战，将自己排在了科室头一位，
抢着第一个上战场。还没有收
到通知的时候，司敏一方面主

动请战；一方面早早就备了一
个行李箱，里面放着出发所需要
的物品，随时待命去湖北、到最
前线。

2月15日上午九点五十接到
通知，下午两点就要出发，收拾
好随身行李、备妥前线物资，留
给司敏与家人告别的时间并不
多。好在，丈夫和孩子给了她前
行的力量，但是怕高龄的父母担
心，司敏瞒着他们出发了。

重症监护室是生命的最后
一道守护线。从医二十余载的
司敏，与死神抢人无数，早已见
惯了大风大浪。但是这一次，压
在她身上的担子似乎更重一
些。

狡猾的新冠肺炎，不按常理
出牌，医生对它的认识，也只能
随着它的不断“作怪变化”而一
点点加深。“这个病有太多的不
确定性，有些患者你昨天还跟他
说话，第二天再去，病床就空了，
人就这么没了。”

每一次下医嘱，都像是在
走钢丝，因为有可能一个决定
就会改变疾病的走向，带来更
多的不确定，司敏需要慎之又
慎。因此司敏虽然值班6小时，
但实际上一整天24小时都紧绷

着神经。如果只是名普通医生，
吃过午饭后，就可以稍作休息
了，但司敏作为医疗队队长、医
疗组长，肩负着将74名医疗队
员平平安安、整整齐齐带回去
的使命，她还有很多要紧事要
做。

手机时不时响起，一件件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等着司敏
来处理。大到患者的病情发展，
小到医护人员口罩湿了担心发
生职业暴露，带领着一支新组
建的队伍，冲锋在异地他乡与
新冠肺炎这个不甚了解的敌人
作战，司敏紧绷的神经很难有
片刻的放松。

将患者搂在怀里安慰

在接收的众多患者中，一位
特殊的年轻患者分外牵动司敏
的心。

“年仅21岁的患者是一名护
士，才2 1岁，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2月19日刚接触时，司敏觉
得这就是个爱笑的小女生，状态
气色都还不错。可当她查房结
束，返回医生办公室一个个仔细
查阅患者资料时，这个姑娘的病
历让她禁不住心中一惊。点开这
个姑娘的影像学资料，双肺多部
位磨玻璃影，是典型的新冠肺炎
重度影像学表现。看到病情如此
严重，司敏的心情不免沉重起
来，“她是重症科的护士，和我们
重症医生情同手足。小姑娘是和
她同事一起住进来的，同事已经
好转出院了，而她能否痊愈，当
时还是未知数。”

转眼一周过去了，在司敏的
精心治疗下，小姑娘的呼吸功能
终于好转了一些，从持续吸氧到
间断吸氧，还能在病房溜达一会
儿。她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
下，“这也说明我们的治疗方案
是正确的。”

2月25日，司敏查房时，小姑
娘拉着她的手问道，“我什么时
候才能出院呀，进来已经20多天
了，我想家了！”说着说着，便忍
不住哭了起来。

司敏赶紧把她搂在怀里，轻
轻拍打她的肩膀。“还要再稳定
两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当
是再多陪我两天好不好？”温暖
的怀抱，让女孩情绪渐渐恢复平
静。而经过接近4周的治疗，女孩
终于顺利出院。

高龄老人顺利出院

患者中，还有两位高龄老
人令人忧心。病房里两位老人
都是在当地同一所养老院被感
染的，两人都有多种基础疾病。
8 9岁的江奶奶还有脑梗后遗
症，入院时情况危急，血氧饱和
度只有75%。而90岁的贺奶奶双
目失明，生活起居需要24小时
陪护。

高龄加新冠肺炎，这样的患
者在哪里都会是重点关注对象，
这里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对标准治疗方案做
了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抗病
毒的药物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对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心脏功能
会做一些评估。”司敏说，除了

“个性化”治疗，耐心照料也同
样重要。

因受脑梗后遗症影响，江奶
奶脾气有些急躁，对治疗并不配
合，偶尔还会出现打人的情况。
即便这样，医护人员依然坚持每
天陪老人聊天，给老人喂饭、洗
脸、洗脚，每两小时给老人翻一
次身。两位老人的病情很快有了
起色。2月28日，两位九旬老人身
体逐渐好转，各项指标也达到出
院标准，医护人员推着轮椅送老
人出了病区。

在阳光下，接送老人的车辆
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但
是司敏知道，春天正在来的路
上，越走越近。

呼吸机、滴滴
作 响 的 心 电 监 护
仪、插满各种管子
不 能 动 弹 的 病
人……对济南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司敏来说，
这些都是她在日常
工作中已经熟悉的
场景。但是这次面
对病人的地点，却
切换到黄冈大别山
区域医疗中心南一
西 七 重 症 监 护 病
房。

2月15日，作为
山东省第十一批援
助 湖 北 医 疗 队 成
员，从抵达的那一
刻起，司敏的一颗
心就牢牢地扎在了
病房，拴在了患者
和医疗队员身上。
一晃二十多天，越
来越多重症患者转
入普通病房，或者
康复顺利出院，病
房内开始出现了空
床位……春天的脚
步，正在越走越近。

司敏抱着患者安慰。

采访对象供图

司敏和队友们一起转运患者。 采访对象供图

A06壹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2020年3月11日 星期三 编辑：郭春雨 美编：郭传靖 组版：徐凌

扫码看视频

25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