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我每天都很想你，你一定要坚强、

你要加油！”“妈妈，我现在在湖南，我很好，你
一定要坚强，早日康复出院，我们全家都等着

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重症病房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的潘文彦护士

长，俯身在一张病床前，举着手机，一段段播
放着齐奶奶家人的视频。“你看，她的手动

了！”一旁的裘洁护士惊喜地发现齐奶奶有了

苏醒的迹象。
78岁的齐奶奶是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病区

后收治的第一批重症患者，2月 9日收入院区

20病区的时候，病情非常重，整个人极其虚

弱，躺在床上几乎无自理能力，连翻身都需要
护士协助更换体位，在吸氧状态下氧饱和度

仅为 89%。“当时真有点担心她挺不过来了。”
潘文彦回忆说，先后经历了气管插管、气管切

开，患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接管病区后，医护团队发现，由于新冠疫

情的特殊性，很多患者无法和家属进行沟通，
生活物资的补给可以通过队员们捐献自己的

物资、帮助他们购买添置等方式改善，但是由

于与家人联系沟通困难出现的寂寞、焦虑、担

忧甚至绝望怎样才能缓解？队员们多方联系

确认，建立了“医患沟通”微信群，24小时在线
的照料和关爱赢得了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和

友谊。
“我们想办法找到了齐奶奶的家人，说好

一起努力帮助她早点苏醒、拾取记忆、早日康
复。”医疗队队长罗哲医生介绍说，沿用在上

海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经验，希望用熟悉

的声音唤醒意识不清的患者。于是队员们请
齐奶奶的家人将最想说的话录制成视频，每

天抽空来到病人床旁放给她听，这两天，齐奶

奶的康复状况也让队员们非常欣慰：“听得见

吗？是孙女和你说话呢，睁开眼睛看看她吧！”
居旻杰医生表示，目前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情

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虽神志仍未完全清醒，但
是对于家人的声声呼唤响应度越来越高。

病房的病友们说，齐奶奶的康复也让他
们对于战胜疾病更有信心：“医生护士对我们

太尽心尽力了，像亲人一样。”能够赢得患者

和家属的信任和支持，对于住院重症患者的
康复非常重要。据罗哲介绍，截至 3月 24日，

中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整建制接管的两个病
区已经有 112人出院，剩余 18例病人。他们

和所有依然坚守武汉一线的医护同行一起奋
斗，只为更多患者的康复、更多家庭的团圆。

通讯员 齐璐璐 本报记者 左妍

   施策
冯其茂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

中医医院，在攻读博士后期间，导师是全国名

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医心内科
专家严世芸教授。出征前，严世芸特别跟冯其

茂说，虽然不同疾病致病的原因不尽相同，但
抓住“圆机活法”的规律却是一样的。所谓“圆

机活法”，就是要求医者仔细观察患者的症

状，根据症状来灵活地制定诊疗的方案。“比
如对于高烧和不发烧的病人，治疗方案肯定

是不一样的。”
来到前线后，他用心地观察每一位患者

的身体表征。中医讲究望、闻、问、切，穿着防
护服戴上多层手套，切脉的难度大幅提高，为

每位病人摸脉要花上 5至 6分钟。在他看来，
这是对医生医术和心态的考验，要加倍耐心

和细心。“我们根据病情将患者分为轻、中、
重、危四类，对于轻、中度患者给予常规中西

医治疗，定期复查相关指标，动态观察有无发
热及呼吸道症状；对于重症患者则予以 24小

时心电监护、持续高流量吸氧，时时观察，及
时调整治疗。”冯其茂告诉记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曹敏是
湖北人，他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运用中药汤

剂、针刺、艾灸、穴位敷贴为患者进行个体化
治疗，运用中医冥想减轻患者焦虑情绪。“一

个月内，感染三科五病区接收病人破百，出院
60余人，其中危重者 20多人。”

学套
日前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的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王振伟，在七病区病人口中有个别称：那个特

别会练功的医生。他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
综合评估病情后，带领轻型、普通型和康复期

患者练习呼吸六字诀功法。该病区的中医功

法治疗的覆盖率达到九成，深受病患欢迎。夕

阳照射下，病区走廊里，医生们带着患者一起
“练功”的景象已经成为雷神山里一道美丽风

景线。一套功法练完，患者们微微出汗，大呼
“舒服、过瘾”。

有一对病情相对较轻的夫妻，整天特别
焦虑，时刻担忧自己会突然病情加重。妻子天

天痛哭流涕，丈夫话虽不多，在入院时便表现

出明显的心慌和气急。王振伟在进行了仔细

的体格检查和化验后，排除了对方心梗等危

险因素。考虑患者的症状主要还是由于情志
因素导致，便将夫妻二人纳入“练功”大军。几

天后，夫妻俩的症状都减轻了，心情也变得轻
松愉悦，还调侃道：“没想到在雷神山，我们还

学会了一套‘中国功夫’！”
“中西医结合疗法是 1+1?2的，在改善全

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改善免疫功

能、减轻临床常见副作用等方面都显示出优

势。”医疗队队员邓玉海告诉记者。

独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护师王文

红对 24床的患者王女士印象深刻。“刚来病

区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床边静静地发
呆，一声也不吭，把自己封锁在一人的小世界

里。”大家后来了解到，新冠肺炎带给她的伤
害，远远不止身体上表现出来的症状。王女士

的父母皆因新冠肺炎去世，家庭的突然变故

使她整个人都很绝望。后来自己也确诊了，对
未来更是充满了恐惧。“整个人没有一点精气

神。”护师汪小冬回忆。
如何消除王女士忧郁、恐惧等情绪因素

的刺激, 帮助她树立战胜新冠肺炎的信心呢？
医护人员决定根据她的病情特点为其辨证施

治的同时，引入中医情志护理开导法。
王女士收治入院后，经过一系列医学检

查，结合她的病史及检查结果，“告之以其败”，
提高她对自身病情的认识。对自身的病情有了

充分认知后，“语之以其善”，对她进行耐心劝
说，用跟她相似病情的新冠治愈病例对其进行

正面激励。同时“导之以具便”，告诉她做好身
心调养是加快病情康复的“一剂良药”；并“开之

以其所苦”，结合语言开导法，帮助她减轻心理

压力，释放出心理负能量。在医疗队队员的循
循诱导之下，王女士的眼神渐渐有了光亮。

医疗队员们还持续“发力”，根据新冠肺

炎患者发病特点与护理需求，独创了让患者
心安的“五好法宝”，即“吃好、排好、运动好、

睡好、中医护理好”。在这“五好法宝”的帮助
下，不仅王女士，还有多位患者情绪都逐日稳

定开朗，身体状况也慢慢好转。目前，王女士
已康复出院。临走时，医疗队除了做好出院健

康宣教外，还暖心地给了她一盒百笑灸，让她

带回隔离点自用，王女士激动地说：“谢谢你
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独特的中医疗法将我

从鬼门关前拽了回来。”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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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海中医团
队在雷神山用“基础
款加套餐”治新冠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
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
（上海）接管了感染三科
的两个病区。他们积极发
挥中医药优势，中药汤
剂、针灸敷贴是“基础
款”，还有音乐疗法、传统
功法的组合“套餐”，中西
医结合治疗也赢得了患
者的赞誉和好评。

“我们在雷神山医
院，始终坚持中西医并重。
对疫情防治而言，西医强
于病毒的鉴定、相关药物
和疫苗的研制、危重症患
者生命支持等，而中医在调
控机体、增强对疫病的抵抗
力方面具有独特见解和防
治经验。我们要坚持优势
互补，让中西医结合的成
果造福更多患者。”雷神
山医院感染三科七病区
主任樊民如是说。

■ 医疗队员带领患者练习功法 采访对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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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床旁，亲人的声音 了她

呼吸功法怎么练
针灸敷贴怎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