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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跟车转运阳性感染者时，120 救护车上往往只有一名

司机。推病床、搬东西，急诊科的医生护士都得干。有时候，

救护车从仁济东院把阳性感染者转运到仁济南院后并不马上返

回，而是去其他地方收集医废，医生只能跟在车上。“回来后，

这个跟车的小姑娘直接累哭了。”刘黎说。

“累哭了、委屈哭了，在这段时间真的是人之常情。”奚

慧琴感慨，“有的护士长跟我打电话时哽咽了，我跟她说：哭

没有关系，但你确认一下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哭好了，出

去还是接着要给大家鼓劲。”

患者的“守护人”

反复电除颤、心肺复苏、心脏血管成功开通，当最后一台

急诊手术结束时，导管手术室窗外天已经亮了。这是上海全域

封控期间，仁济心内科最忙碌的一夜，连续五位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得到急诊手术成功救治。“对于急性心梗患者而言，时间

就是生命。”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卜军说，“多耽误一刻，危

险就多一分。所有急诊心脏病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救治，从未因

等核酸结果而延误。”

在疫情期间被救治的急诊心脏病患者里，有 11 名患者后来

被确认为新冠阳性感染者。很多急性心梗发生在夜间，卜军和

同事们一直驻扎在医院，成为心脏病患者们的“守夜人”。

在 3 月疫情之初，仁济医院各部门通力合作，在科学防

疫的基础上，打通急诊大厅到导管手术室的绿色通道。“快

速抗原检测先行”、“边等核酸边救治”、“三区两通道”、“急

诊一人一手术一消杀”等，心内科在各部门的帮助下，制定

了“仁济医院现阶段疫情防控下的心血管急症救治流程”。

这套流程来自于心内科急诊团队在现实救治需求中的点点滴

滴，细致到救治环节的每个细节。其中有一条写着：“接诊

新病人时，将防护面屏上撕下的塑料薄膜包裹在接诊 Call 机

上，方便消杀。”

心导管手术在 X 射线成像之下开展，急救团队的医护人员

需要穿着重达十几斤的铅衣。一场手术下来，脱去防护服，脱

下隔离衣和铅衣，浑身已经湿透。

疫情期间有不少心脏骤停、窦性停搏的急诊患者。仁济心

内科已经退休的毛家亮教授，了解到科室人员在各处奋战在防

疫前线，主动要求披挂上阵，第一时间赶到导管手术室，疫情

期间完成了 18 例急诊安装起搏器手术。

上海全域封控期间，心内科团队 24 小时驻扎在医院，总

共救治了 108 名急性心梗患者，其中最小的 29 岁，最大的

90 岁。

在急诊科的病房，仁济医护同样时刻守护着每一位患

者。

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君君（化名）是急诊科的老病人，当年

因为一场意外导致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无法动弹，要靠呼吸机

维持生命。多年来，他的父母都在病床边照顾。

然而，在这轮疫情中，他的父母双双感染，需要去方舱医

院隔离。离开父母照顾的君君该怎么办？护士们告诉他的父母：

你们放心去，我们会像对亲人一样照顾好他。

医护定时让君君与父母视频交流，让老人了解儿子的情况。

“当我看到护士们为了给他翻身，汗水湿透衣服时，我的眼泪

一下子出来了，她们太累了！我真是感动！”君君母亲说，在

方舱唯一担心牵挂的就是儿子，看到医护人员用心付出，她终

于可以安心治疗。

刘黎记得：在当“临时家长”的时间里，大家交班时，都会

特别提醒“要记得给君君打开电脑”。他的电脑很特别，有一个

眼动仪可以让他控制电脑。他喜欢看体育赛事，也会通过电脑微

信与人聊天，这是他与外界接触的方式，也是他的生机所在。

最终，君君父母新冠治愈出院、解除医学隔离，一家三口

再次团聚。“你们是人间的天使，你们又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

家！”君君母亲写下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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