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淤护士穿戴防护用品准备进
入病区一线
队员正在指导塞方工作人
员穿戴防护用品
护士打出胜利的手势，坚
信一定能战胜疫魔
女队员正在搬运物资
院领导前往北京国际机场
欢送 名女队员出征

自 9 月 16 日随队远征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
疫情至今，担负着此次国际救援行动的护理、防控
和翻译工作的她们，犹如 11 朵铿锵玫瑰，绚丽绽
放在没有硝烟但却险象环生的特殊战场。

“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对将来会产生什么
意义，但我做这项工作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好奇
心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所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
学家丁肇中受邀在中山大学 90 周年校庆日发表
演讲，主题是他对宇宙起源的研究。问答环节中，
丁肇中屡屡以“我不知道”来回应现场学生的提
问。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作为物理学家，不愿
对种种未经实验证实的猜想随意发表评论，“世界
上的任何猜想，如果没有通过实验的证明，都是没
有意义的”。

“关于科学奖，中国、印度这些国家都很少能
拿到，主要原因在美国。”

———为何中国本土科学家难获诺奖？诺贝尔
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迈克尔·诺贝尔博士称，
美国研究条件好，除此，美国也更愿意接受可能会
失败的探索，而其他国家可能不敢或不愿意接受。

“我在别格、另类中度过一生，难以为范。但这
里有无数闪光的事物和瑰宝，能让你们得到启发。
阳光、大地、碧波、嫩草，会让你联想宽容与大爱。
告别时要放声高歌，顿足开怀大笑，别忘‘把快乐
洒向人间’。”

———11月 15 日，“金钟奖”终生成就奖获得
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理论和声乐教育家谭
冰若去世，他的学生发现了谭冰若给自己写好的
墓志铭。

“年龄跟知识储备已经没有必然的联系，未来
或许将不再以年龄论英雄了。”

———11 月 16 日，果壳网 CEO、科学松鼠会
创始人姬十三回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并作题为
《95 后，再造学习》的演讲。他认为大规模在线开
放网络课程（MOOC）的出现，也许能够填补那些
无所事事或业余时间想学些知识的人的需求。

“你们没有必要生搬西方的东西，只要把故宫
研究透就够了。你看，故宫只有两三种色彩、两三
种建筑材料，用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营造出如此震
撼人心的建筑环境！”

———当代著名现代主义理性建筑大师马里
奥·博塔曾对中国建筑师如是说。

“古代的高科技最早都是在寺院应用。古代的
医院也产生在寺院，少林寺连妇科都有。”

———少林寺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袁明珠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少林自古
以来就是与时俱进的宗教文化，一直是最时尚、
最潮的。

“这一天，他们没有购物节的欢乐！这是一个
肃穆和伟大的日子！”

———演员袁立发微博称，11 月 11 日是一战
的纪念日，也是西方的荣军日，应该肃穆而非狂
欢，她为中国人脸红。该言论招致网友如潮的批
评。

“女性有权利选择事业的发展和美好的爱情
以及婚姻，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是美好的，应该
去追求去期待，不会剩下的。”

———日前，APEC 领导人会议周就中国妇女
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举行吹风会。全国妇联国际部
部长牟虹表示，她并不支持“剩女”的提法。

（栏目主持：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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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自今年 2 月以来深陷小保方晴子团队
造假风波、面临裁员一半风波的日本理化学研究
所，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好消息———美国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副教授保罗·纳弗拉于 11 月 4 日宣
布，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高桥政代被选
为干细胞研究领域的“年度人物”。高桥的获奖理
由是，她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 细胞）的临床应用。
或许这可以作为去年英国科学杂志《自然》

预测正确的佐证之一。2013 年，该杂志将高桥政
代选为“明年受关注的五个科学家”之一，位列五
人第一，评价其研究“或许会成为使用 iPS 细胞
的首个临床研究”。

这一预测同样成真。今年 9 月 12 日，日本兵
库县一名 70 多岁、患有“渗出型老年性黄斑变
性”的女性，接受了全球首例将诱导多能干细胞
制成的视网膜细胞移植入体内的手术，高桥政代
在现场全程见证了手术过程。该患者于 6 天后从
实施手术的尖端医疗中心医院出院。医院表示患
者没有并发症等问题，情况良好，今后该患者将
继续到医院接受诊疗，团队将用约一年时间评估
移植细胞的安全性与效果，之后也将继续确认是
否癌变等 iPS 细胞治疗中最受担心的问题。

高桥政代一方面表示这次手术结果“令人满
意”，而另一方面，她下定决心，“努力使这一技术
普及成标准化治疗方法”。她用这样的比方说明
该诊疗方法目前所处的阶段———“这项研究就像
富士山一样高峻，我们还仅仅处在第 2 级、第 3
级左右。要想实现真正的治疗，我们还须不懈努
力”。为了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使用新疗法，成立相
关企业以实现细胞批量化生产也已被摆上了议
程。高桥表示，这就像学生时代打篮球比赛一样，
需要对下一步作出预判然后不断奔跑，“球只会
传给不断奔跑的人，然后才能得分”。

高桥政代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医学系，选择
眼科专业，主要是考虑到将来的育儿问题———眼
科医生的夜班较少。毕业后马上与同班同学结婚

的高桥，在事业与家庭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35 岁时，她与脑神经外科医生的丈夫一起

前往美国留学，而在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差甚远
的大脑研究室里，她开始了解到用于制作神经
的干细胞的存在。高桥认为，“与大脑相连的视
网膜也可以靠干细胞进行再生”。尽管周围的
人都嘲笑这是不可能的，但她坚信自己的看
法，丝毫没有动摇。

高桥在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将工资都用在了
保姆费上，这样她才能挤出时间进行研究。而积
极分担家务的丈夫也毫不输给妻子，致力于研究
使用 iPS 细胞治疗帕金森氏病的治疗方法。

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 2007 年开发了人类
iPS 细胞，而高桥实现临床应用距此只有 7 年，时
间之短实属罕见。而此次“年度人物”的评选，是
研究者和普通民众共同投票推选出来的，高桥政
代从 12 名最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北绛整理）

高桥政代

干细胞研究“年度人物”高桥政代

为了崇高的使命，她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
为了神圣的职责，她们无所畏惧，直面生死！
她们就是来自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首支援

塞医疗队里的 11 名女队员。
自 9 月 16 日随队远征塞拉利昂抗击埃博

拉疫情至今，担负着此次国际救援行动的护
理、防控和翻译工作的她们，犹如 11 朵铿锵玫
瑰，绚丽绽放在没有硝烟但却险象环生的特
殊战场。

与时间赛跑

经过 18 小时的空中飞行，医疗队于 17 日
凌晨 2 时许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隆吉
国际机场。办理完通关手续后，队员们经过 4
小时的路途颠簸，当天上午 8 时 20 分入住弗
里敦市郊驻地。

“首日即是首战开始。”医疗组护士长吴丹
的语气中透着几分坚定。

当天上午，队员们顾不上休整，自觉克服时
差、疲惫、高温和暴雨等不适因素，马不停蹄地
赶赴距弗里敦 20 公里处的中塞友好医院进行
实地察看，熟悉环境，清除杂草，消毒病房。

“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分。在没有机械化卸
载工具的情况下，全体女队员个个变成了“女汉
子”，她们与男队员一起上阵，连续奋战三昼夜，
硬是靠手抬肩扛，对随货机运抵的 47 类、近 50
吨医疗和后勤物资设备进行了卸载、清点、搬
运、整理和入库。医疗组护士孙娟的手蹭破了
皮，张悦的腿抽起了筋，张洁利的脚磨起了泡，
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她们心里十分清楚，战幕
还未揭开，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在往返驻地与医院的路途中，看到民众惊
恐无助的眼神，不时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辆，大街
小巷张贴的埃博拉宣传海报，加之每天不断刷
新攀升的疫情数字……这一切，无不昭告着塞
国人民正经历一场空前劫难。

疫情就是敌情，时间就是生命！这些亲历过

抗击“非典”、防控“甲流”的女队员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物资归整刚刚告一段落，接下来摆在她
们面前的还有三块“硬骨头”：对中塞友好医院
进行结构性改造，对塞方工作人员进行防护培
训，起草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护理方
案。能否尽快收治患者，完全取决于“啃”掉三块

“硬骨头”的进度。
受领任务之后，11 名女队员二话没说，按照

分工迅即投身到三场“攻坚战”中。防控组护士
长王新华、秦玉玲积极参与对医院原有结构的
详细了解和勘察，并按照传染病病区“三区两
线”的设置要求提出改造建议……经过夜以继
日的施工，一个星期后，就将这所综合性医院改
建成具备收治烈性传染病埃博拉的专科医院，
在西非又一次创造了“小汤山速度”。

“只有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队领导
坚持把防护培训作为重中之重。医疗组护士
长吴丹、刘丽英带领组里的吴尧、李因茵、张
洁利、陈素红等 4 名队员与指挥组翻译王姝
组成“强大阵容”，开始了对塞方工作人员的
防护培训。

然而，培训一开始就遇到了“拦路虎”，塞方
的 47 名护士和 40 名保洁人员缺乏传染病防治
知识和业务技能基础，更甭提重大传染病疫情
防治经验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根据塞方工作
人员实际情况，7 名队员采取示范教学、分组
训练、录制视频、以考代学等灵活多样的方

式，对他们进行严格培训。队员们身着密不透
气的防护服，每天冒着 35℃以上的高温天气，
一丝不苟地训练着上述科目。连日的劳累，吴
丹的嗓子一度哑得说不出话来，有时连饭都
吃不下，但她没有落过一节课；刘丽英的体力
严重透支，感到心慌、气短和头晕，队领导催
促她多休息，她却说：“现在培训任务这么重，
时间这么紧，我不能当‘逃兵’！”翻译王姝虽
说不用穿防护服，但她一点也不轻松，队员们
每讲解一个动作，她都用精准流利的英语进
行解说，有时还帮塞方工作人员纠正动作，尽
管腿脚麻木、口干舌燥，她仍一声不吭，一直
咬牙坚持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87 名塞方工作人员全
部顺利通过考核，比原定半个月的培训时间
提前 5 天完成，不仅为中塞医护人员联手抗
击疫情筑牢了一道安全防线，而且为塞方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传染病防护队伍”。

白天，大家紧锣密鼓地搞培训；晚上，她
们加班加点起草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流程方
案，经常通宵达旦。由于连续作战，张悦腹痛
难忍，队友劝她赶紧吃药睡觉，可她到房间稍
事休息后，又回到队友身边，加入到挑灯夜战
的行列。靠着这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精
神和信念，《穿脱防护用品流程》《患者管理制
度》《护理操作规程》等 68 类、243 条规章制度
和工作流程及护理方案等均顺利“出炉”，为
留观中心正式开诊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疫魔抗争

众所周知，埃博拉是一种高传染性、高致
死率的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传播。而在
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场上，接触病人最频繁、
工作最琐碎、感染风险最高的就是护士。虽然
明知可能被感染、可能倒在疫魔的枪口之下，
但作为军人和护士的双重身份，从抵达塞国
的那天起，她们就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0 月 1 日，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
心正式开诊，主动请缨的医疗组护士孙娟、刘
丽英第一批进入了一线，当天就收治入院 7 名
埃博拉疑似病人。防控组的王新华、秦玉玲也
随同进入一线负责消毒保障。这 4 名队员都
曾执行过抗击“非典”、防控“甲流”、抗震救灾
等急难险重任务。当两辆救护车拉着刺耳的
警笛声呼啸而来时，她们就像是听到战斗的
号角一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属于自己的战
场，为病人配戴口罩、测量体温、安排床位、发
放药品、消毒救护车辆……

开诊后的第七天下午，塞方埃博拉疫情指
挥中心突然打来电话，有 12 名疑似病人将于一
小时后转运到留观中心，请作好收治准备！一次
性接诊这么多的患者，李因茵、张悦等 3 名值班
医护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闻讯后，队领导带领
两名医生和吴丹、陈素红、吴尧等 3 名护士，迅
速赶赴医院驰援。

接诊工作从下午 5 点开始。经过一番“全副
武装”，陈素红第一个冲进病房，令人揪心的一
幕赫然出现在她眼前：两名重症患者一入院就
瘫倒在病床，血液、呕吐物和排泄物喷溅了一
地，散发出一股恶臭，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救护仍
因病情太重不治身亡。一拨人抓紧清理消毒现
场，另一拨人争分夺秒地收治其他患者。等把患
者全部安顿好时，医护人员密不透气的防护服
里已被汗水浸透，双腿也像灌了铅似的。当大家
走出病房回到缓冲区时，才发现在一线竟然工

作了两个多小时。
“和恐怖的埃博拉病毒短兵相接，害怕

吗？”“既然敢来，就容不得我们害怕，也没什
么好怕的！”面对询问，短发精干的李因茵显
得底气十足。

自从打响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第一枪，队领
导就给全队下了一道“死令”，确保中塞双方医
护人员“零感染”、留观患者“零交叉感染”，这是
医疗队工作的底线。然而，随着患者数量的不断
增多，特别是不断爆出有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
病毒死亡的消息，防控组队员心中不免感到一
种无形的压力。“病房就是战场，一个没有硝烟，
但随时可能有人倒下并为之献身的战场，必须
严防死守，高度警惕，绝不能掉以轻心！”秦玉玲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王新华告诉记者：“防控工作，看起来没有
在病房里救治患者那样艰难和危险，但防控
工作的无形战场，同样需要奉献、拼搏和牺牲
精神。”

为确保中塞医护人员“一个也不能少”，防
控组的姐妹们严格执行医护人员的工作流程
和着装规定。“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而且
一进病房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对常人来说仿
佛是一种酷刑，但对于抗击埃博拉一线的医
护人员，却是一道生死防护线。”王新华欣慰
地说，“由于掌握了专业的防护知识，采取了
科学的防护措施，执行了规范的操作流程，没
有发生一名中塞医护人员和保洁人员在工作
中感染埃博拉病毒。”

与大爱同行

疫魔无情，人间有爱。这种爱，跨越了地域，
忽略了肤色。

10 月的一天，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女孩步履
蹒跚地来到医院留观中心分诊大厅。女孩名叫
尤雅娜，今年 9 岁，因母亲有明确的接触史，并
有埃博拉的相关症状，被救护车转运到留观中
心，她是随车来照顾身体虚弱的妈妈。

不幸的是，次日早晨尤雅娜的母亲便去世
了。想到幼小年龄就要面对失去妈妈的残酷
现实，同样身为 9 岁孩子母亲的值班护士陈
素红的心都快要碎了。令人庆幸的是，尤雅娜
的抽血结果是阴性，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家
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为了让孩子早日出院，避
免在医院出现交叉感染，女队员们几经周折
也未能联系上女孩的父亲，无奈之下，只好将
她送进一所孤儿院。出院之前，护士吴尧带她
到淋浴间进行了彻底清洁，换上了干净的新
衣服，还给她送了一些食品，希望孩子能换个
环境，早日走出失去妈妈的“阴霾”。

厚重的隔离衣阻止了她们轻快的步伐，但
阻止不了她们对病人悉心的护理和照顾。护
士们每次发药送水都要递到患者手上，看到
他们服完再走，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
却使患者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关
爱。有位患者感激地说：“我得了这种病是非
常不幸的，可是能够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中国
护士，又是幸运的！”

在这次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斗中，女队员
们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了对患者的倍加关怀
之情。对父母、对爱人、对儿女所能做的，仅仅
是电话里的一声简短的问候和埋藏在心底的
深深歉意。

10 月 17 日上午，王新华接到爱人打来的
电话，告诉她年过七旬的母亲因心脏病加重
住院做了大手术，现正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
里还没苏醒。“手术前一天，老人家再三叮嘱
我不要告诉你，怕你分心，影响工作……”还
没等爱人把话说完，王新华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真想立刻飞到母亲的身边，然而，使命在
肩，孝心难尽……

指挥组翻译王姝每天的工作日程表排得
满满当当，到塞国刚一个多星期，家里来电话
说正上初二的女儿在学校运动会上骨折住院

了。“亏欠女儿的以后再弥补，只要在这里一
天，就要干好一天。”王姝把对孩子的内疚化
为工作的动力，白天，负责医疗队对外协调、
沟通和交流以及培训塞方工作人员的现场翻
译，与塞国埃博拉疫情指挥中心联系病人接
转；晚上，与值班医生核对病人收治数据，向
国家卫计委报送当天收治送检信息，向塞国
卫生部填报医疗队每日病例情况。她还主动
搜集整理疫情相关信息，每天编印一期《埃博
拉出血热信息简报》，准时准点送到每位队员
的手中，为大家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和研究进
展、做好临床收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医疗组
护士长吴丹坦言，“最大的挑战不是繁忙的工
作，而是与患者沟通，减轻他们心中的孤独和恐
惧。我们不但要治他们的‘身病’，还要治他们的

‘心病’。”患者一旦被转运到留观中心就基本上
与外界隔绝，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
巨大压力，有的拒绝服药，有的情绪低落，有的
性格暴躁甚至朝医护人员发脾气。遇到这种情
况，护士们会设身处地站在患者的角度，耐心地
为他们解答，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讲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情。50 多个日日夜
夜，11 名女队员与 19 名男队员团结一心，并肩
作战，把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她
们，因为疫情的磨砺而更加坚强，因为艰险的考
验而更加成熟……

姻孙捷 黄显斌 洪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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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知可能被感染、可能倒在疫魔的枪口之下，但作为
军人和护士的双重身份，从抵达塞国的那天起，她们就已将个
人生死置之度外。

蒋志海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