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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本报记者 盛丽

用心服务每名病患

国家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 ICU主任杜
斌， 自1994年从中国协和医科大
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临床的第
一线。 他以过硬的业务能力、 宽
厚的医者仁心， 挽救了无数危重
病患者的生命， 被众多患者评价
为 “一个纯粹的医生”。

使命担当， 冲在祖国和
人民需要的第一线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 多地医务人员
支援湖北 ， 众志成城 ， 共同抗
疫。 杜斌是北京协和医院驰援武
汉的第一人 。 2020年1月 18日 ，
杜斌受国务院 、 国家卫健委委
托， 作为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奔赴
武汉， 与钟南山、 李兰娟等专家
一起实地调研武汉疫情情况， 指
导武汉疫情防控工作。 杜斌是专
家组中唯一的重症医学专家。

抵达武汉的第一时间， 杜斌
一头扎进了重症治疗第一线， 在
武汉市各大医院巡视指导重症抢
救。 2020年的除夕， 杜斌是在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度
过的。 当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疗
队增援武汉后， 杜斌被任命为临
时科主任。 为了给每位患者制定
更优化的治疗方案， 杜斌常常穿
着防护服不吃不喝在病房里观察
患者情况， 一待就是10个小时。
在他的倡导下， 病人管理从分时
段负责制改为医疗组负责制， 每
一位患者都有相对固定的责任医
生和责任护士， 这不仅有利于治
疗方案的落实， 也实现了医护之
间的高效配合 ， 提升了治疗效
果。 他把科学、 规范的协和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带到当地医院， 因
地制宜地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
为前线共同奋战的同仁提供了宝
贵的 “协和经验”。

2020年3月17日，首批完成救
助任务的医疗队陆续返程。但是，
仍有一批重症医生坚守在武汉，
杜斌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即便
新发病例数已经持续清零， 但仍
有一部分危重病人需要救治。 重
症医疗人要坚持到最后。” 4月15
日， 最后一支国家医疗队离鄂，
被誉为 “重症八仙” 之一的杜斌

与其他7位专家继续留守武汉 ，
攻坚最后的 “重症堡垒”。

当全国疫情趋稳之时， 黑龙
江风波又起。 杜斌从武汉直接转
战哈尔滨 、 吉林……从2020年1
月18日前往武汉， 到2021年1月
29日任务结束返京， 杜斌一年多
没有回家。 每有家人询问他什么
时候回来， 杜斌总是回答， “现
在顾不得”。 “作为医生， 人民
至上、 生命至上是我们永恒的初
心。” 杜斌说。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刻， 杜斌从不缺席。 几乎在国内
所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
疗救治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003年春天 ， SARS病毒肆虐全
国， 杜斌被北京市借调， 担任全
市调度指挥。 他也常在深夜被叫
回医院， 参与具体的诊疗工作。
看到年轻的医生有些慌乱， 他鼓
励大家说： “不要害怕， 我带领
大家一个病人、 一个病人地看。”

从 SARS、 猪链球菌感染 、
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 舟曲泥石
流， 到禽流感、 天津滨海新区爆
炸事故、 山西临汾山体滑坡……
每次一接到任务， 杜斌就即刻启
程， 深入一线， 到危重伤员和病
患的床旁积极参与救治。 他多次
作为医疗专家组组长指导制定治
疗方案， 高水平地完成危重症抢
救， 有效降低事故病死率。 在国
家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中， 杜斌
也总是承担着最重要、 最关键的
任务， 体现出一名医生坚定的政
治信仰、 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精湛
的业务能力。

孜孜以求， 情牵重症初
心不改

2005年， 杜斌在北京协和医
院创建内科ICU， 至今已有17个
年头。 内科ICU在危重病患者的
诊疗和预后改善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 在肺保护性机械通
气策略、 危重患者评估、 院内获
得性感染、 液体复苏和血流动力
学监测等临床和基础研究方面，
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杜斌更注
重人文关怀， 他常说： “我们要
从崇尚技术的热潮中脱离， 转而
去探索疾病本身的诊断和治疗。

要从技术至上转变到以病人为中
心， 使ICU从一个充满冰冷机器
和设备的场所， 变成一个有人文
关怀、 有温度的地方。”

协和内科ICU建科之初， 病
房没有转运呼吸机， 呼吸困难的
患者外出检查时， 必须依靠医生
用简易呼吸器手动通气才能维持
生命， 也就是业内常说的 “捏皮
球”。 患者进入CT室拍片时， 手
动通气支持也不能停 。 这意味
着， 必须有人陪同患者接受射线
的辐射。 这个时候， 挺身而出的
一定是杜斌。

大夫们都知道， 科里有一个
原则： 需要进入接触射线的房间
时， 只要有医生在， 绝不让家属
进； 多名医生在场时， 年资最高
的进。 这条不成文的规定里， 饱
含着医生对患者的爱， 也暗藏着
老 师 对 学 生 的 爱 。 杜 斌 定 的
这 个 “规矩 ”， 生动地诠释了那
句话： “患者性命相托， 我必全
力以赴。”

ICU是病情最凶险的科室 ，
这个病房的“准入证”就是死亡之
门的“通行证”。 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杜斌潜心总结临床工作经验，
结合重症医学发展前沿，以“全身
性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作为研究方向，通过多中心临

床研究协作组平台， 在参加多项
国际协作研究的同时， 积极开展
独立的临床科研和转化医学研究
工作。 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总影响因
子超过 260分 。 他的多项成果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中华医学
科技二等奖等奖项， 并多次在医
疗成果奖评选中获奖。

杜斌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
流。 他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
并发表演讲， 在国际学术期刊撰
文介绍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现
状， 极大提高了中国重症医学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 由他主持创建
的中国危重病医学临床研究协作
组自2009年成立以来， 已经在国
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成为
中国重症医学界唯一符合国际临
床试验规范的协作组织， 并代表
中国加入了多个国际临床研究协
作组织。

杜斌还致力推广重症医学继
续教育课程。 由他主持的危重病
医学基础评估与支持治疗培训课
程， 是国内非盈利性的重症医学
教育平台 ， 至今已经培训学员
１０００多人。

杜斌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
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成为

中国重症医学界在国际学术舞台
上的杰出代表。

患者至上， 把所有精力
奉献给病人

杜斌从医近 30年 ， 对他来
说， 患者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他
每天坚持早来晚走， 只要临床上
需要， 他就会 “随时到”。 每次
出差回来， 不管多晚， 他的第一
站从来都是病房。

2020年2月4日17时， 经过紧
张忙碌的48小时改造， 由北京协
和医院牵头建造的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重症加强病房 （简称 “联合
ICU”） 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
区院区正式启用， 第一位新冠肺
炎患者转入病房。 该患者呼吸极
度困难， 血氧饱和度仅50%， 杜
斌立即决定进行紧急气管插管。
尽管此时病房还未配齐气管插管
所必备的三级防护设备， 但眼看
患者生命垂危， 杜斌毅然冒着暴
露的危险， 成功为患者实施了气
管插管， 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得
到维持， 情况逐渐平稳。

杜斌的同事形容他 “拥有一
颗赤子之心， 只要他认为是对的
事情 ， 就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
只要与病人病情有关的事， 他都
亲力亲为， 亲自为患者吸痰， 最
大可能地降低患者感染风险； 抢
救操作亲自上手， 调整呼吸机参
数， 深静脉穿刺， 协助麻醉科进
行气管插管……在杜斌看来， 患
者病如猛虎、 体薄如纸， 每个护
理和治疗的细节都是决定患者生
死的关键。 他认为： “只有站在
这些病情危重的病人的床旁， 才
能发挥医者真正的作用， 才能帮
助这些人转危为安。”

对病人温和细心， 倾听他们
吐露心声； 对自己， 杜斌夙夜匪
懈， 以高标准严要求为病人排忧
解难。 正如他在2019年的一次演
讲中所言， “我们舍弃了和家人
团 聚 的 时 光 ， 把 所 有 的 精 力
奉 献 给了病人 ， 目的是为了改
变病人的生活。” 可以说， 这句
朴素的表达背后， 是一位重症专
家的无边大爱 ， 也是医者的天
职， 更是照进患者生命裂隙里的
阳光。

全力以赴不负生命重托
———记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

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内科护士长杨希：

清晨， 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护士长杨希像往常一样早早
来到病房， 她询问着每位患者前
一夜的身体情况。 东城区第一人
民医院服务人口近20万人， 其中
住院患者中95%为70岁以上老年
人。

通过老年综合评估服务， 对
跌倒等高风险因素早期干预， 给
予患者具有个性化、 针对性的医
疗照护； 改善老年科住院环境，
为患者提供休闲康复活动区； 定
期开展老年特色活动， 增加老年
宣传栏， 为老年患者提供保健小
知识……日常工作中， 杨希带领
护理团队树立尊老意识， 用尊敬

的态度、 易懂的语言文字或图片
与老年患者、 家属沟通。

“您怎么啦， 有什么不开心
的事情吗？” 床头交接班时， 杨
希发现住在6床的老人情绪很低
落。 她走上前去， 倾听老人的诉
说。 疫情期间， 东城区第一人民
医院心内综合科病房严格执行住
院患者探视、 陪住及门禁管理制
度。 这样的规定， 让老人有些不
能接受。

交班结束， 老人的心事杨希
记在心里。 怎么才能缓解老人的
情绪？ 经过一番思考， 杨希决定
从老人平日的爱好入手。 得知老
人在家里喜欢养养花草， 杨希在

下班时间买来了一个DIY手工菌
菇种植盒， 带给了老人。 “在这
个 小 盒 子 里 ， 它 就 能 长 啊 ？ ”
“对啊， 奶奶。 大概一个星期它
就能长出来了。 您可以每天观察
它成长， 出院的时候给孩子们带
回去看看。” 杨希带来的绿植让
老人的心情逐渐变得舒畅。

疫情期间， 杨希的工作又多
了一项———核酸采集。 她总把自
己排在最艰苦 、 最困难的岗位
上 。 在开展区域核酸集采工作
时， 她带领科室小分队独立承担
一个检测点的任务。 她每天第一
个来最后一个走， 还多次亲自带
队完成一次次核酸集采、 入户流

调等任务。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增
派人手时 ， 她也总是冲在第一
个。 在她的带领下， 科室人员连
续多日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无一人
“掉链子 ” ， 均顺利完成任务 。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团队
力量才是无穷的。” 杨希说道。

面对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和日
常诊疗工作， 身为护士长的杨希
更是不敢懈怠。 她带领科室团队
开展院感相关知识培训， 严格落
实患者和陪护人员封闭管理制
度，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繁
忙的工作之余，杨希就像个“大家
长”，时刻关心科室成员的工作状
态和身心状态，为大家分担，为大
家服务。 科室人员经常说：“有护
士长在，我们总是这么放心”。

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 杨希
用爱心、 精心、 细心、 责任心为
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 她被
东城区卫健系统评为 “双十佳”
优秀青年护士， 还多次获评为院
级优秀护理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