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战奇兵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jian@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2 2020 年 5月 6日 星期三

更痛苦的“陪伴”

2015年，上级通知我们十多个
军人要去哥伦比亚国家训练中心受

训，然后是例行程序的拍证件照，办
护照。原以为就这样行了，没想到

上级特别交代必须打疫苗。身体强
健、没病没灾的特种兵要打疫苗，这

可是第一次听说，我特意上网去查

了查，才知道去哥伦比亚这样的亚

马孙河流域国家，都要打黄热病疫

苗。“长”了知识的我赶紧去所在地
广州的出入境部门了解，得到的信

息却是这段时间当地没有黄热病疫
苗供应，需要等一段时间。我一度犹
豫是否值得等，能不能不打，可医生
严肃地告诉我，黄热病是由于受到

伊蚊叮咬引起，会并发包括休克、出
血、尿毒症、心脏受损、多器官衰竭

的流行病，在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
的热带、亚热带国家变成公共卫生

威胁，死亡率高，传染性强。
看来不打不行，等了几个星期，

总算接种了黄热病疫苗，并得到确

认接种的小本子。到了哥伦比亚，

我们才恍然大悟，来这

样的赤道附近国家受训，
炎热的天气、艰苦的训练都算

不得什么，各种蚊虫才是更加绵
长、更加痛苦的“陪伴”，它正是传播

黄热病等疾病的“罪魁祸首”。每天
晚上，当我们在营房旁边的路灯下

做伪装服，密密麻麻的小虫子接二

连三地“坠毁”在我的眼睛和鼻孔
里。学员上室内课或室外训练，最常

见的动作就是把手伸到衣服裤子里
不停挠痒。我从国内带去的一大堆

小盒装清凉油，成了各国军人学员
最喜欢的礼物。严格来说，清凉油的

驱蚊止痒药效不太明显，倒是我带

去的一大瓶泰国青草膏效果不错，
被大家传来传去，到处抹。有段时

间，好些同宿舍的哥军学员突然半
夜里爬起来，把我推醒，吵着借青草

膏，因为那些根本看不见的小虫子

不停地叮咬，一个晚上只顾着翻来
覆去地挠痒，完全没法休息。有趣的

是，结业的时候，有一个头脑灵活的
哥军士官对我说：“兄弟，等咱们退

伍后，你负责亚洲的青草膏、清凉油

进货，我负责在拉美销售，搞这个准

赚！”
另外，我在训练中感到不少外

国军人真的不太重视卫生，像哥伦
比亚、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军人

在一起，一瓶可乐三个人轮流喝，还
有那个著名的马黛茶，一个铁吸管，

全班 28个人转一圈，这种不讲究的

风俗让我不敢恭维。看看现在欧美

多国因不注重社交距离而放大的疫
情，让人感觉他们的卫生防疫意识

之所以不够，很多还是生活习惯造
成的。

保命的“军用注射”

我在哥伦比亚接受的是高等狙
击手训练，这个兵种往往要长时间

深入敌后独立作战，一旦有伤病，要

掌握基本的医学常识，具备自救互

救能力，这个能力在电影《生死狙
击》中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主角被

手枪近距离击中躯干，尽管暂时逃
出围捕，但由于失血太多而随时面

临死亡，他在黑灯瞎火中弄来食盐、
白糖、胶管、打气筒的针头，给自己

来了个“简易版”静脉点滴。那时，我
还真不知道直接往人体中打盐糖水

有保命的功效。
赴哥狙击集训期间，我头一次

经历了军用注射训练，为什么叫“军

用注射”？因为那是在模拟战场环境
的注射，不知道是因为注射器针头

太粗，还是医疗兵的技术太糙，打针
的场面太血腥了，到处飙血。在艰苦

的集训中，经常有学员被折磨到休
克，我们现学现卖，给他静脉注射葡

萄糖水，立马满血复活了，这不是游
戏中“加血”的现实版吗？虽然学艺

不精，但我从此知道了大量失血时
注射葡萄糖水，可以暂时充当血液

保命。不过，在多数的训练场合里，

那两包备份的葡萄糖水，经常被学
员们当饮料偷偷喝掉了。

除了军用注射技术，哥军还给
我们演示他们的军用一次性镇痛针

剂。教官告诉我们，在战场上，如果
战友受重伤，会忍不住大喊大叫，导

致行动暴露或者动摇军心，这时一
针镇痛，不但可以止痛，还能让他迅

速镇静下来，进入平和的状态。当
然，许多受重伤无法从战场上撤下

来的战友也可以使用这种针剂，目
的是让他在最后关头减少痛苦。有

个教官神情凝重地回忆了一次实
战经历，有个下半身被地雷炸断的

战友接受了一针镇痛，那种撕心裂

肺的痛苦勉强忍住了，他得以在枪

林弹雨中挺过了人生的最后 4 个
小时。 龚利威

“打疫苗”联联联合合合国国国军军军事事事
观观观察察察员员员的的的“““入入入场场场券券券”””

◆ 穆晓月

高等狙击手“既打枪也打针”
    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当下，研制疫苗成
了重中之重，甚至对某些国家而言变成最后的
希望。疫苗真的那么重要吗？曾公派出国进行特
战训练的本文作者的体验是很重要，面对大自
然的“生物武器”，疫苗是自己的最佳护盾。

    常规语境里，大家只把人对人的进攻定
义为战争，而把生物对人的进攻称为疾病或
瘟疫。但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的形势看，两者
其实有不少类似性。当我们研究人与枪炮的
战争时，决不能忽略周围同样进行着看不见的
“生物战争”，忽视它，会付出惨痛代价。本文作

者曾以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身份在西撒哈拉执
行维和任务，他目睹这个被誉为联合国“最舒
服”的任务区究竟“舒服”在哪？那就是完善的
卫生防疫体系让各国军人在被作家三毛形容
为“太阳像融化的铁浆洒下来”的不毛之地善
作善成，游刃有余。

我看外军

■ 哥伦比亚与中国军人参加“军用注射”训练

■ 哥伦比亚特种
兵排成 V字队形

■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进行用水样本监测

要么打针，要么回国
当年，我被上级派遣到联合国

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简称联

撒团），在冲突双方控制区任军事观
察员和司令部人事参谋。施展拳脚

前，我必须绝对服从 BMU的安排，
不能急，不能躁。“BMU”是孟加拉

国武装力量医疗队的英文缩写，由

孟加拉国国防部派出，人员编制 13

人，编有医生 6名，护士 7名，是当

时联撒团卫生处的骨干力量，他们
统筹负责任务区人员的医疗和卫生

工作。
BMU 对进入西撒哈拉任务区

的各国军人享有一项“特权”，那就
是卫生检疫准入。所有任务区人员

入境报到后，首先要去 BMU进行常
规体检，并递交医学

检查表（国内进行）和防疫疫苗注射

证书（国内进行）。BMU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WHO）发布的全球动态疫

情表，确定人员所需进行的防疫疫
苗种植项目清单。如果入境人员没

有种植相关疫苗，必须进行补种，否
则 BMU会通知联撒团人事部门，不

给其办理人事档案注册，也就没资

格执行维和任务。
我本人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到达任务区后，我完成所有行政注
册和各项专业培训考核，没想到居

然在 BMU这里出了新情况。负责核
查我的防疫疫苗注射证书的孟加拉

国军医宣布：“中国属于黄热病疫
区，但您没有注射黄热病疫苗

（YFV）。”我当时就蒙了，中国早在几
十年前就基本消灭了黄热病，孟军医

掌握的信息滞后了。我再三解释，可
军医客气地两手一摊，要么注射疫

苗，要么只能打道回府。幸运的是，
BMU这里有疫苗，我只好乖乖地支

付了 13美元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我后面来的一位中国军事观

察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也没有注
射黄热疫苗，而 BMU这里的疫苗都

打完了，由于西撒哈拉不属于黄热
病疫区，当地民间医院也都没有储

备疫苗。我们动用了军地各种关系
打听，才知道与西撒哈拉相邻的摩

洛哥有，而且只在援摩的中国上海

医疗队驻阿加迪尔的医疗站尚有疫

苗库存。最后，他不得不自费花了
400美元买机票，飞到阿加迪尔才

解决问题，不至于被遣返回国。同样
的事情，也发生在一名哈萨克斯坦

籍军事观察员身上，据说他后来是
动用外交手段才找到了疫苗。

一切按标准来
虽然 BMU的做法有些刻板，但

也反映出联撒团在卫生防疫工作上

严格执行标准的作风。这种作风在
防范 2014年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

毒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联撒团卫
生处和 BMU在每天的司令部周报

上动态发布疫情通报，监控联撒团

人员的卫生防疫情况。最终的成果
是，在我工作的一年里，整个联撒团

没有发生一起人员感染。
在联撒团，直升机是任务区内

最快捷高效的运输方式。不管是司
令还是军事观察员，乘坐直升机执

行任务都是家常便饭。为解决大漠
腹地观察队员的医疗问题，BMU通

常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临时
医疗小组，分别派驻南北两个任务

区，利用飞行日随直升机赴各巡逻
队实施飞行巡诊，并定期为各巡逻

队开办训练班。培训科目包括基本
的卫生防疫知识与技能，以及防毒

蛇、蝎子等咬伤，车祸、触雷后伤员紧

急救治等，使每位观察员了解并掌握

自救、互救、沙漠疾病预防等知识。
基层观察员都安排在沙漠腹

地，条件艰苦。因此，在关系到观察
员切身利益的行、住、吃、用乃至精

神层面，联撒团都予以最大可能保
障，间接上也提高了观察员的健康

水平。观察员的住房虽以集装箱或

板房为主，但空调、暖气等基本设施

完备，淋浴间、洗衣房、带抽水功能
的卫生间均为标配。食品绰绰有余，

一般各地的观察员队都有一周的储
备。除食品外，其他保障项目采用美

军的“前送后领”方式，矿泉水、卫生
纸、肥皂等均按需分配。

联撒团所需的各类后勤物资均

由采购部门通过招标，与地方承包
商签订合同，择优择廉。承包商根据

合同，定期定量按时供应。比如饮用
水，由于司令部和驻在沙漠腹地的

观察员队没有饮用水资源，承包商
通常以集装箱方式按期把矿泉水运

到总部、冲突双方控制区各观察员
队。各个观察员队的卫生官，每天都

要提取生活用水、食品和排泄物的
样本，飞行日由联合国直升机组送

至司令部的 BMU进行检测，每周两
次，以便动态掌握卫生检疫情况。

■ 联撒团南部奥萨德观察员队驻地

■ 联撒团奥萨德队
的孟加拉国军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