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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杨善林：
“国家需求在哪，我的研究方向就在哪”

7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

素有“拼命三郎”之称。“想找杨院士很容易，只要没出

差，不在实验室就在办公室。”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对于他

的“拼”这样说道。

多年来，杨善林带领科研团队从国家重大需求出

发，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广泛应用于我国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工程管理、空天系统工程管理、能源与环境工

程管理、医疗与健康工程管理等领域，并培养出一批领

军人物和骨干人才。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众多急需

救治的病患、迅速调动起来的医护力量、八方涌入的驰

援物资，如何组织安排，才能在准确诊疗的前提下节约

医生时间、降低医生面临的风险？从事多年管理科学研

究的杨善林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为了尽快摸清实际需求和技术瓶颈，大年初四，杨

善林就带着科研人员来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向一线救援医生和相关技术人员采集第一手资料。“当

时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去医院，说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

如果不去，怎么能摸清医生的需求，怎么能掌握第一手

的资料？”杨善林说。

经过在医院的多轮深入调研，系统的架构、研发和实

施方案很快被确定下来。大年初八那天，杨善林带领团队

与合肥德铭电子公司联合研发的基于云的智能移动新冠

肺炎防控远程交互服务系统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等疫情防控一线成功应用。

随后，团队联合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迅

速将移动远程会诊技术应用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

等武汉疫情防控最前线。

这套系统能够实现隔离病房患者、病区医生和异地

指导医生的移动远程交互与医学影像、医学文本、电生

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交互，还能在实现数据交换、解析、

分析和权限控制能力的同时，对数据进行严格保密，从

而保护患者隐私。疫情期间，该系统可以降低医护人员

交叉感染概率，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提高救护效率。

“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是我们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最大的追求。”杨善林

说。

杨田军：
“这不是演习，这是真枪实弹的战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安徽省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基地之一的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感染病院，肩负着救治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的艰巨任务。刚从西藏支援

归来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杨田军临

危受命，担任感染病院新冠肺炎

重症救治治疗组组长，立即进入

感染病院的重症治疗单元。

作为重症专业出身的杨

田军，深知对于重症患者治

疗的精髓在于精细化。新

冠肺炎患者每日都需接

受专业性评估及治疗，

比如动态超声容量评

估、深静脉穿刺置管

补液、经鼻高流量

氧疗支持条件调

整、俯卧位呼吸

等，为了使病

人得到最合

理的治疗，

杨田军实

时 指 导

一线医

生 进

行患者病情评估，做到“一人一方案”。因此，他每天在

隔离病房的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

此外，杨田军把对每一位年轻医护人员的关爱始终

放在心上。他说：“这不是演习，这是真枪实弹的战场，

我在治愈每一位患者的同时，也一定要把你们平安地

带回去。”当每位新冠肺炎患者需要被多次采集咽拭子

等标本进行核酸检测时，杨田军总是主动请缨。他说：

“采样时患者呼吸道开放，病毒性气溶胶会释放出来，

我去冒险足矣，年轻医生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

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杨田军却有不同观

点：“对于新冠肺炎患者应该是三分治疗，五分护理，还

需两分关爱。”因此，他每天都会进入病房和患者聊天，

给予他们鼓励和安慰，尽力缓解他们对于疾病的恐惧及

焦虑。期间，一名 93岁的高龄重症患者入院时情绪低

落，且不愿配合治疗。“老爷子，我们一起加油，过几天就

能回家了！”杨田军和医护人员们着力做好老人的生活

护理和心理护理工作，并陪伴老人活动、定期给老人做

肢体按摩等。最终，老人在医护团队20多天的科学治疗

和精心照料下，病情一天天好转，于 2月 29日治愈出院。

这是目前安徽省年龄最大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马红秋：
安徽卫生系统逆行支援湖北第一人

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院感专家马红秋挥别家人，毅然踏上开往武汉的列

车。作为国家卫健委从全国紧急抽调的10名专家之一，

同时又是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逆行支援湖北的第一人，

马红秋深感责任重大。

“说实话，我还是有顾虑的，特别放心不下80多岁的

父母，他们身体不太好。”马红秋坦言，自己平时工作忙，

“原本计划春节期间好好陪伴父母，为他们做做饭，多尽

些孝心。”

但是，当国家卫健委询问何时能出发时，马红秋斩

钉截铁地回复道：“如果前方需要，立刻可以走。”

在高铁上，马红秋未做片刻休息，而是抓紧时间了

解对接医院——武汉市第九医院的情况。“这所医院是

武汉市青山区的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重症患者的比

例最高时达到 70%。”越是了解，她的心就揪得越紧，“医

院没有传染科，从人员配备到硬件设施，都无法达到疫

情防控的要求。”

当马红秋抵达武汉时已是深夜，但她没有去酒店，

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往对接医院进行摸底。来到医院后，

她像侦察兵一样穿梭于各个角落，特别是重症监护病

房、收治确诊疑似病人的隔离病房和发热门诊、医疗废

物储存间等所有高风险场所。仅仅48个小时，马红秋就

拿出了针对医院感染防控的22条综合建议。之后，她又

陆续提出过 3次建议，并指导医院制定了十多项感染防

控制度。

除了把关防控、出谋划策外，在医院人手严重不足

的情况下，马红秋还亲自参与医院的消杀工作。“虽然身

体上有些吃不消，但能够为医患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堡

垒’，再苦再累都值了。”

在驰援武汉的 54天里，55岁的马红秋从没在凌晨 1
点前睡过觉，几乎每天都要忙至后半夜。即便如此，对于

自己的付出和辛劳她总是轻描淡写，反而反复称赞着武汉

人民的坚强和热情。“在一线人人都很辛苦，但是最让人心

疼的还是武汉市民，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被他们感动。”

聂卫群：
抗击疫情，中医人有担当

聂卫群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 ICU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急重症教研室教学秘书。身为

湖北人的她在了解到家乡疫情告急后心急如焚，多次主

动向院领导请求驰援湖北。虽然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

年幼的孩子，但她觉得，与抗击疫情相比，这些都是可以

克服的困难。

2月 20日，聂卫群随安徽支援湖北第七批医疗队来

到了武汉。经过反复严格的专业培训和考核后，聂卫群

和战友们自2月26日起全面接管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

区发热 13区和 17区两个病区，共计 74张床位。她介绍

说：“武汉中心医院是疫情中心区，接管的主要是前期新

冠肺炎病情较重还未出院的病人，同时接受武汉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过来的确诊新冠肺炎且在方舱医

院和隔离点病情加重或反复的病人。”

新冠病毒有很强的传染性

和致病性，因此隔离病房采取

三级防护。聂卫群在每天查房

和值班时，都要穿着密不透气

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戴着厚厚

的口罩和护目镜，6小时内不能

喝水、上厕所，说话和行走也比

平时更耗力气。但聂卫群却能

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耐心

聆听病人的倾诉，详细解答病人

的疑问，尽力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面对一些年老体弱、

营养状况差但是其家属被隔离的病人，聂卫群会特意给他

们送去指挥部发给自己的蛋白粉等营养品。她的专业水

准和仁爱之心获得了病患们的一致好评，每位患者在治愈

出院时都不忘向她表达感激之情。

作为安徽中医人的一员，聂卫群和队友们按照中医药

辨证施治的原则，对感染期和恢复期病人分期论治，做到

一人一方，让中医药全程干预。同时，她还是全院疑难患

者会诊会商专家成员，在会商诊疗中注重扩大中医药治疗

重症患者的影响力和使用率。得益于精准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聂卫群管辖的病区病人治愈率高，重症病人好转出

院2人，没有向危重症转变的，更无一例病亡。

吴强：
奋斗在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战场

“枕戈待旦，招必至，战必胜！我申请至院应急病房

或赴武汉医疗队，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吴强第一时间向医院请战。

早在2003年，吴强就作为重症医学科的骨干力量，站

在了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2009年抗击甲流期间，他因

表现突出受到了蚌埠市卫健委表彰，并多次受政府和单位

委派参加我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行动。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搏斗中，他的表现更加令人印

象深刻。1月29日，接到医院委派任务后，吴强立即进驻

隔离病房，成为第一位进入“红区”的重症医学科大夫。

“红区是新冠肺炎患者的收治病房，这里不是地狱，是医

务人员和死神争夺生命的战场。”吴强在自己的“红区”

战记中这样写道。

深静脉穿刺、床边B超、CRRT、血浆置换、气管插

管、胸腔穿刺……凭借着各项重症核心技能的熟练操作

和对病人的精准治疗，吴强迅速稳定了重症患者病情，

使得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长时间工作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将人捂到全身出

汗，手术衣全部湿透；紧密的防护面罩令人慢性缺氧，出

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持续的挤压让口罩的上束带像两

把刀一样不断地在耳朵上缘摩擦，产生撕裂般疼痛……

但是，为了守护病人的健康，吴强全然不顾这些不适，常

常不眠不休地守在病床边，两眼紧盯着监护仪，不放过

任何一次救治机会。

据统计，吴强既是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新冠肺

炎病区工作时间最长的大夫，又是管理危重患者人数最

多、执行风险操作最多的重症医生。疫情期间，他共参与

抢救危重患者12人，重症患者18人；对4例常规ARDS机
械通气无效的危重患者实施ECMO及管理工作，对6例
合并进行急性肾衰患者实施CRRT；进行血浆置换2例、

纤维支气管镜吸痰4例、气管插管5例、深静脉穿刺5例、

胸腔闭式引流1例、PICCO血流动力学监测1例。

安徽师范大学驻村扶贫干部：
践初心、担使命，筑牢农村防线

1月28日，农历正月初四，由黄德春、桂晓骏、付勇三

位老师组成的安徽师范大学驻村扶贫工作队突然接到

紧急通知，需要在大年初六这天前往皖鄂交界的宿松县

三德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宿松县与湖北省黄冈市接壤，有大量人口在武汉务

工，再加上105国道和合九铁路从三德村内经过，所以其

抗疫形势相当严峻。

然而，危急关头，他们没有过多犹豫。“有困难，我们

先上！”三位老师始终把党员的身份和扶贫干部的担当

铭记在心。

提起最初的疫情防控形势，黄德春用了“揪心”二字：

“基层群众比较喜欢串门，有时连口罩也不戴，一旦有人感

染，发生聚集性感染的风险非常大。”桂晓骏对此也深有体

会：“我们刚开始进行入户宣传时，发现红白喜事人员聚集

情况比较多，宣传疏导的压力和阻力都很大。”

三位老师进驻村内后带领党员干部成立了突击队，在

三德村各个路口设置防控点，对往来人员进行严格排查。

他们深知，降低流动性对于当前公共卫生条件薄弱和群众

健康意识欠缺的农村基层来说，是最好的防控措施。

“我们协助村干部组成巡逻队，挨家挨户上门宣讲，

耐心劝阻群众在红白喜事的时候不办酒，不请客。”付勇

表示，认识到防疫工作的严峻形势，队员们立刻根据实

际情况向上级政府建言献策，并在三德村做足做实各项

防疫措施。

为了进一步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三位老师和村两委

干部在村里开展了全面摸排，对从湖北境内务工回村

人员进行严格居家隔离，安排专人定时测量体温。此

外，他们还利用广播和宣传单页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引导村民群众科学防疫，不信谣、不传谣。

当下，在村两委的协作支持和村民群众的理解配合

下，三德村的疫情形势已趋于稳定。“我们坚信，经过我

们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取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

胜利！”黄德春、桂晓骏、付勇掷地有声。

安徽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工会职工在行动
编者按

○杨善林（右一）

○杨田军

○马红秋

○聂卫群

○○吴强吴强 ○○安徽师范大学驻村扶贫干部安徽师范大学驻村扶贫干部

有一种力量叫众志成城，有一种
温暖叫守望相助……在这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中，安徽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工会
职工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必
胜的信念，迅速采取最果断、最有力、
最有效的防控措施，织密疫情防控
“天罗地网”，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
壁”，倾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