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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的不良结局。

“孕33周，头晕，管控区（来

的），没有核酸……”急诊预检护士

紧张地汇报着情况。“快，转运到缓

冲观察室，让患者平躺休息，即刻

复测血压，完善子痫前期相关检

查，完善备血……”急诊团队快速

启动抢救流程。在医护的通力协

助下，患者的血压趋于稳定，等核

酸结果出来后，被转运至隔离病区

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

这样的故事，在急诊室有太

多。核酸检测结果，不会成为及时

救护车就是我的“家”
2个月来高强度运转，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病人、什么

环境。任务来了，就要全力以赴。

我
是一名90后急救医生。疫

情期间，急救业务量实在太

大，车组只要上路，就没机会回去

休息。在这个最艰难的春天里，我

与同事每天身穿大白防护服，穿梭

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帮助那些需要

我们急救的病人，以及那些不知所

措的“两条杠”患者，为他们指引看

病的方向，多方联系收治医院。

有一次遇到一位60多岁的上

海爷叔，腰痛、乏力，整个人起不

来。给爷叔和他女儿做抗原，两人

竟都是“两条杠”。我们要把爷叔

送去附近医院的发热门诊。老房

子楼梯宽度不足一米，又窄又陡，

爷叔体重超过180斤，把他抬下去

成了难题。我找到居委会工作人

员，对方非常配合，二话不说就联

络了两名志愿者帮忙。我现场教

志愿者如何规范穿脱大白。几个

人齐心协力，终于把老爷叔抬下

楼。这一单完成，花了2个多小

时。我挺感动的——尽管急救条

件差，可大家一起想办法顺利把病

人送上救护车，再累也值了。

2个月来高强度运转，永远不

知道会遇到什么病人、什么环境。

任务来了，就要全力以赴。120急

救工作人员都经受着一场前所未

有的极限考验。疫情最吃劲的时

候，120单日电话呼入量是去年同

期的12.3倍。所有能上岗的急救

人员都召回入驻单位值守，每天当

班的救护车辆也较平时状态增长

了50%。即便如此，依然离市民的

实际需求有不小差距。

对我来说，救护车就是我的

“家”。自3月28日以来，我最长连

续当班时间是36小时。我是年轻

人，那么多年纪大的医生都在坚持

着，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苦说累。

如今，城市慢慢恢复，终于可

以回家吃到妈妈做的可乐鸡翅。

但是，工作依然不能懈怠。我能做

的，就是尽量让每个经过我手的病

人都能健康地活下去。

不论什么情况，孕产妇都是第一位的
急诊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经历了一段

不寻常的日子，这是对产科、妇科急诊团队
的一次大考。我们同心守沪。

这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上

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面临

着诸多挑战。作为“上海大摇篮”，

一妇婴团队没有一天停诊，承担起

为孕产妇保驾护航的责任。

这次，我的岗位是在东院急诊

产科。急诊门前，一辆辆闪烁着蓝

灯的120接踵而至，最多时候一天

有四五十辆。不管孕妇是否在本

院建卡，不管有无核酸阴性报告，

不管来自哪个级别的小区，我们统

统接纳，绝不推诿任何一个病人。

通常，破水、腹痛、出血是孕产

妇来急诊的常见主诉。在这段日

子里，孕产妇往往一来就是非常紧

急的情况，急诊医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为了保证安全，医院安

排高年资、有经验的医生进行轮值，

他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错过任

何一个细节，避免造成孕产妇和宝

讲述人：段丽君

上海市第一
妇婴保健院东院
产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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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谈亮亮

上海市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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