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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整理战地救护回忆录，回顾李蓝丁们的非凡征程！

而从军事后勤学角度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面临的

战场情况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有很大差异，卫勤保障需

求也有很大变化。从武器装备上看，“联合国军”装备有数量

庞大的火炮，且能得到空军战斗机、轰炸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

使得我军官兵的伤情多以炸伤为主，通常出血量大、情况危急。

从战术打法上看，在以运动战为主的抗美援朝第一次至第五次

战役期间，我军穿插、迂回的距离较远，且多处在山岳丛林地

带，前线官兵负伤后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后送转运，无形中增

加了战场急救的难度和工作量。从季节情况看，我军入朝后，

朝鲜半岛进入严寒漫长的冬季，而第一批入朝部队多从华中、

华南地区抽调，官兵对寒冷天气难以适应，冻伤、肠胃病频发。

尤其是处于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九兵团，还没来得及补齐冬装

就紧急入朝，在长津湖一带的高原地区与敌人恶战，冻伤减员

情况尤为严重。

为解决这些问题，志愿军后勤部对李蓝丁和骨干们从前线

获得的宝贵数据材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并结合部分战地救护单

位已经采取的有效措施，对全军的战场救护工作作出全面具体

指导，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根据李蓝丁的提议，并且针对志愿

军作战具有奔袭距离远、战线长、伤情易危重等特点，志愿军

后勤部号召在参战部队开展以“自救互救”为主要内容的战场

救护训练。在战斗间隙，官兵多进行搬运、止血、固定、包扎

等救护训练，一来能够提升一线官兵的急救和生存能力，二来

可以进行适当休息以恢复体力。而到了上甘岭战役准备阶段，

参战部队多次组织团级医护小组到前沿进行普及培训，官兵

100% 会包扎，40% 会止血和固定，大大提升了部队的火线抢

救能力。同时，对战地卫生员则加强军事素质的培养和战斗技

能的培训，并强调以“不丢掉一个伤员，不遗漏一个伤口”的

做法，以“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的战斗精神，在确保自

身安全情况下全力抢救伤员、提升救援效率。真可谓厥功甚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志愿军事迹研究者）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李蓝丁的志愿军战友王影波所在的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护理部，和园南小学冰雕连中队代表一起缅怀其不朽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