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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有
成就感？”

“重症医学工作很辛苦，做一名重
症医学科的医生，必须有牺牲奉献精
神。”2006年，丁仁彧进入重症医学科
的第一天，他的导师马晓春就这样告
诫他。

重症医学工作有多辛苦？为何要
强调牺牲奉献精神？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急危重症患者
集中抢救的地方，患者随时可能有生
命危险，需要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投入
抢救，工作强度很大；患者来自各个
科室，病情不同，发生的危急情况不
同，用药种类调整快、用药剂量变化
快、仪器设备使用多，对医护人员的
技术水平要求很高；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 （ICU） 实行封闭式管理，患者没
有家属陪护，处于 24小时监护下，患
者病情可能瞬息万变，要求医护人员
有极强的责任心。

“作为ICU的医生，每天面对的都
是生死一线的患者，我们工作就是从

‘死神’手里抢时间，核心就是让患者
转危为安。”丁仁彧介绍，重症病房实
行 24小时同质化管理，夜班和白班的
工作强度是一样的，夜间时常会来一
些特别危重的患者。丁仁彧的同事统

计过，在 ICU 工作一年要值近 100 个
夜班，昼夜交替，工作强度高、压力
大，没有牺牲奉献精神很难坚持下来。

“ICU工作关乎患者生死，不能有
任何闪失。”丁仁彧说，在这种高压之
下，医护人员需要不断增长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我们希望每一名医生、护
士能达到一种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从容
处理的状态，这是一名优秀的 ICU 工
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重症医学人才培养周期很长，好
比军队里的特种兵。

“一般来说，10年功夫才能培养出
一个合格的重症医学人才。”丁仁彧
说，医学领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而
是需要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作战。“重症
医学的工作特别能体现‘木桶效应’，
也就是说，团队水平的高低由最弱的
环节决定。如果组成木桶的哪一块木
板短了，整个团队的发展都会受影
响，所以个人不能有短板，重症医学
团队也不能有短板。”

“很多年轻人刚来重症医学科工作
时，会有迷茫、彷徨的时刻。但坚持
几年后，许多人都说，如果再有一次
选择的机会，还是会选择重症医学。为
什么？因为这份职业给我们带来的满
足感是无与伦比的，有什么比救人一
命更有成就感呢？”丁仁彧说，每当把
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听到患者和
家属发自内心的感谢，看到患者一家
团聚的欣喜，都让他有满满的成就感。

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丁仁
彧不断钻研学习，提高重症诊疗技术
水平，关注重症患者急性期炎症、凝
血、免疫和器官功能损伤，重视慢性
病患者转归等临床实践。“每一个通过
救治活下来的患者，都给了我很大的
信心。”经过多年在临床一线的实践，
丁仁彧早已爱上了这份职业，“医生就
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为重症患者
筑牢最后一道防线，我永远在路上。”

“所有队员都有个共同目
标，就是一定要让他活！”

从事重症医学工作以来，丁仁彧
参与救治了上万名危重患者。从积极
应对甲流疫情，到 H7N9 重患的救治；
从救治鞍钢爆炸伤员，到抚顺清原洪
水救灾，再到本溪爆炸伤员救治……
16 年来，丁仁彧多次参加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伤病员救治。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丁
仁彧主动请战，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
疗队队长，带领 150 名来自全省重症
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接管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三、四病
区 80张重症床位，集中救治新冠肺炎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进驻病区后，医疗队要把普通病
房改造成可以收治重症患者的 ICU 病
房，同时要尽最大可能收治患者，提
高救治成功率，工作量异常繁重。最
严峻的时候，医疗队两天收治了 71名
患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丁仁彧和
许多同事全天候随叫随到，“就像打仗
一样，病房的改造、患者的救治、医
疗人员的管理、后勤物资的保障，方
方面面都要有条不紊地推进。”丁仁彧
说，那段时间医疗队的救治工作不分
白天黑夜，他在武汉的第一个星期瘦
了10斤。

在抗疫一线，丁仁彧综合研判形
势后，提出实行患者分级管理的救治
方案：识别高危病人，早发现，早治
疗，阻止其由重症转变为危重症；集
中救治极危重症，尽最大努力挽救他
们的生命，降低病死率。

在武汉抗疫的 56个日夜，丁仁彧
带领医疗队率先使用气管插管、有创
机械通气、血液净化、体外膜肺氧合

（ECMO） 等生命支持技术，想尽一切
办法把患者救过来。经过努力，上百
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得到成功救治。
其中，最令丁仁彧难忘的是新冠极危
重症患者小飞 （化名）。

“小飞当时35岁，他的女儿只有4
个月大，他的妻子每次给我们打电话
都哭着拜托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的丈夫
救过来。”丁仁彧说，小飞刚到重症隔
离病房时，病情比较危重，当时有双
肺的“磨玻璃”阴影，而且病情进展
特别快，很快就出现白肺，后来又出
现气胸。

丁仁彧和队员先后给小飞进行了
经口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同时
进行了俯卧位通气和胸腔闭式引流
术。但这些救治措施还是没能让小飞
的血氧饱和度提高。“当时有人觉得小
飞可能救不过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放
弃，因为在平时有这种经验，比他更
危重的患者我们都救过来了。”后来，
丁仁彧团队给小飞上了 ECMO，还成
立 了 ECMO 救 治 小 组 和 特 护 小 组 。

“所有队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信
念，就是一定要让他活！”丁仁彧说。

救治的过程中，小飞经历了感染
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大
出血、多部位血栓、脑出血等一系列
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经过丁仁彧和队
员们不懈努力，小飞一次次从“鬼门

关”被拉了回来。最终，他转危为
安，顺利出院。

“像小飞这样的患者救过来之后，
我们整个队伍的信心都会大大提升。
今年医师节前夕，我收到了最好的礼
物——小飞的爱人带着宝宝给我发来
了语音，问候我医师节快乐。”丁仁彧
按下了播放键。“哥哥，你好帅，我们
一起继续加油吧！等我长大了找你玩
哟！”清脆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当
时听到这个语音，我也特别感动。”

结束武汉的抗疫工作后，作为国
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救治组专家，丁仁彧先后奔赴内
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满洲里、辽宁
省葫芦岛、甘肃兰州等地，指导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继续为守护生命
贡献力量。

“重症患者的生命是‘守’
出来的”

“当初选择学医，是因为初三时候
我爷爷由于胃癌去世了，当时我就萌
生一种想法，将来要成为一名治病救
人的医生，所以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
选择了中国医科大学。”提起学医的初
心，丁仁彧如是说。

守着“治病救人”的初心，2017
年 5 月，作为辽宁第二批援疆医疗队
队员，丁仁彧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市，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地区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首席专家。从
80 多岁急性胆囊炎、胆管炎合并左心
衰的患者，到重症感染合并多器官功
能障碍的产妇，一年的援疆工作，他
带领团队救治重症患者近800余名。

不仅如此，在了解当地危重症患
者的迫切需求后，丁仁彧毫无保留地
把床旁心脏超声、杂合式血液净化治
疗、经鼻高流量通气等先进的医疗技
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
为塔城地区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
的重症医疗队。与此同时，他带领团
队逐步制定出符合医院和科室实际情
况的 ICU 诊疗流程，培养并帮扶当地
两名 ICU 医生成为后备人才。塔城地
区人民医院重症团队自我学习、自我
发展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援疆无
悔’，真真切切地为祖国边疆人民做一
点事情，把党和国家的温暖带给当地
百姓，我们也收获了一份成就感。”丁
仁彧说，从医多年来，前辈的言传身
教、身边同事的默默奉献，让他逐渐
领悟什么叫“以患者为中心”，“我们
所有工作的核心就是怎么把患者治
好，我们做的科学研究、开展的新技
术，都是为了把原本救不活的患者救
回来。”

重症病房有些患者基础病较多、
年龄较大，无论是吃饭、聊天、扶着
患者活动，全靠医生护士。丁仁彧
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自己的亲
人也就是这样，真的是亲人般的呵
护，所以有人说重症患者的生命是

‘守’出来的。”
“这次入选‘最美医生’，其实我

挺惭愧的。”丁仁彧坦言，“就拿我们
辽 宁 援 鄂 重 症 医 疗 队 150 名 队 员 来
说，大家只是分工不同、角色不同，
我做的并不比他们多多少。在武汉抗
疫时，有护士自发为 88岁的患者做康
复、锻炼，而且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知
道。无论在抗疫一线，还是在平时的
日常工作，这样的无名英雄太多了！”
在丁仁彧看来，荣誉更多代表一种激
励，时刻鞭策自己要做得更好，尽可
能挽救更多重症患者，守住生命最后
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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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恒、顾天成） 日前，记者从中国疾控
中心召开的2022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核心信息发布与解读会
上获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自2007年启动以来，在各地积极推
动下，目前已覆盖超过全国 96%的县级行政区，建成 12类健康支持
性环境8万余个，招募和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80万余人次，“迈
开腿，管住嘴”理念深入人心。

据介绍，2022年9月1日是第16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今年
的宣传主题是“‘三减三健’健康相伴”。9月 1日至 9月 30日是 2022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发布与解读会现场向公众发布了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健”
宣传核心信息。其中，“三减”聚焦于倡导口味清淡，针对“三
健”，倡导全生命周期关注。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覆盖九成县区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夏天的热烈
缓缓落幕、秋日的凉意铺陈开来，专家提醒，
气候由热转凉、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人们体感
分明，需逐渐适应，此时您的养生作息及食谱
都要调整上新了。

护“鼻”“肤”
皮肤是抵御外界风寒入侵人体的第一道屏

障。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秋凉之
时，上班族可随身携带一件轻薄防风的“皮肤
衣”，以“肤”护肤，避免发生感冒、关节痛
等，还可搭配一条柔滑的丝巾，保护后颈部防
止受风。此时节，鼻子是呼吸系统的保护对
象，宜经常使用冷水洗脸洗鼻，有助于预防流
感。秋高气爽，建议居室多开窗透气，可在空
气清新之处 “吐故纳新”。

尝秋果
夏吃瓜、秋吃果，包括水果、坚果等，口

味选择宜多酸少辛，可生津消热通便。比如葡
萄能健脾和胃，对气血不足体质有补益功效；
石榴能生津止渴润喉，并富含花青素有助人体
抗氧化、滋养皮肤；秋梨堪为应季水果之星，
能养肺生津、缓解秋燥，番茄、乌梅也是不错
的选择。如果愿意动手，不妨做一杯五汁饮

（雪梨、荸荠、芦根、麦冬、藕汁），可缓解发
烧后和糖尿病患者的口干舌燥症状。坚果中杏
仁能润肺止咳，富含蛋白质、B族维生素等，辅
助缓解皮肤干燥、口角炎、舌炎等，推荐每日
进食 20克以内。其他如核桃、榛子、花生等有
助人体获取维生素 E 和微量元素，有滋养润肠
功效。不过，五香或微烤的坚果易使人口咽干
燥，除控制摄入量外，还需配合补水。

不露足
出伏之后，昼热夜凉。中医认为“寒主收

引”，足底足跟部主要是肾经循行之处，受寒易
引发抽筋等。此时宜遵从白露“不露足”的原
则，切勿再穿夏季“凉拖”，防止承受“足跟
痛”之苦。另外，足部受凉还可导致腹痛腹
泻，脾阳虚体质者尤其要足部保暖。晚上可做
做“足浴”，用纯热水或在热水中加一些具有散
寒、活血、通经络作用的姜片、盐、艾叶、花
椒等泡足，适合体虚老人和寒湿体质的日常保健，能缓解手足
冰凉、减轻下肢水肿，注意水温避免烫伤。下肢动脉硬化、风
湿痹证患者，泡足时还可加入红花、威灵仙、伸筋草等中草药
辅助治疗，每种用量约20—30克。

润秋燥
秋意渐浓，气候渐干，人体皮肤、毛发、口唇会出现干燥

表现。除了外用润肤露和润唇膏，如何内外兼顾、滋润秋燥
呢？其实，食谱中肉菜搭配合理，即可列出一份凉爽清润的防
燥菜单。鸭肉性凉，味甘咸，有滋阴养胃功效，搭配百合、竹
笋等烹饪，可佐餐饮汤，老少皆宜尤其是体虚内热、食欲不
振、便秘、水肿者。甲鱼配伍枸杞、山药炖煮更是中医补肾滋
阴的经典药膳之一。不停讲话的老师们，饮一杯蜂蜜柚子茶能
润喉润肺；上班族劳累失眠时，一盅银耳莲子桂花羹有助滋阴
润肺、养心安神。此时也应多饮温开水，还可选择养阴润燥的
豆浆、牛奶、淡茶等有“内涵”的水，但要避免烈酒、浓咖
啡、浓茶等“厚味”之水。

解秋乏
融入自然。秋季天高云淡，慢跑骑车、郊外畅游、登山远

眺有助于人体吸收大自然的阳气。登山前注意准备帽子和薄外
套，防止多汗后受风。老年人可做操快走，缓中加力，锻炼骨
骼肌的同时还能改善心肺功能。

“顶”起精神。上班族劳累困倦时，端坐闭目，用手掌大鱼
际按摩百会穴 （两耳尖直上到头顶，和头正中线的交点），顺时
和逆时针方向按揉 30圈，完成 3组，以局部微感胀热为宜，能
升发阳气，神清气爽地再次投入工作。头痛、失眠者，用空掌
心轻轻叩击百会穴，每次 10下、完成 3组。久对电脑、视物疲
劳时可配合双耳垂揉按，拇指和食指配合，多次轻轻按揉，每
次1分钟，具有清心明目作用。

“戏”解困乏。中医五禽戏通过肢体锻炼，促进气血通畅、
保养脏腑。“鸟戏”主肺，应和秋季。人体直立时模拟鸟儿水平
展开双臂，上举过顶、下落平肩，配合单膝90度交替上抬 （建
议“四八”拍节奏），可补肺气、宽胸膈，增强血氧交换。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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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仁彧 （右一） 在援疆期间为患者做检查。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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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与病魔“掰手腕”的人
本报记者 王美华

那个与病魔那个与病魔““掰手腕掰手腕””的人的人
本报记者 王美华

从2006年开始，在重症医
学科这个与病魔“掰手腕”的
前沿阵地上，丁仁彧一守便是
16年。

从事重症医学工作以来，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仁彧
参与救治了上万名危重患者，
并多次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伤员救治工作。前不久，他光荣
入选2022年“最美医生”名单。

右图：丁仁彧 （左一） 在为患者进行治疗。

近日，在江苏宿迁宿豫区天柱山路公园内，市民体验
电子竞速脚踏车，感受健身快乐。 朱 波摄 （人民视觉）

2020年春，丁仁彧 （右一） 支援湖北武汉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