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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这 20年

从4张床位创科 生死交锋中锻造生命防线“特战部队”

重症医学科（ICU），一个被称
为捍卫生命最后一道防线的地方。

这里几乎每天都发生着“与死
神交锋，为生命守门”。

重症医学科，在国内大规模建设发
展的历史不到20年。而早在2004年12
月2日，闽东医院设立重症医学科，20年
间，从最初的4张床位发展至如今的30
张床位，历经“生死交锋”，抢救了一大批
濒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成为闽东
地区重症医学领域的“特战部队”。

从简陋起步到救治突破
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诞生于

艰难的起点。
2003 年筹建之时，专业人员和

设备近乎空白，如在一片荒芜之地
开垦。科室创始人顾凌主任被委以
重任，他短暂赴北京进修重症医学
后，便回到闽东医院，组建宁德市首
个综合性 ICU。

开科之初，条件极为简陋，仅 4
张床位。顾凌主任回忆道：“那时，每
个月基本就回家一天，其余时间都扑
在科室，带着一群年轻的医护人员摸
爬滚打。”就这样，他们从无到有，开
启了重症医学科的成长之旅。

2004 年 12 月，一位误服有机磷
农药的农民，被呼吸衰竭、肝功能不
全和意识障碍的阴影笼罩，生命岌
岌可危。但这里的医护人员镇定自
若，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血液
灌流治疗等操作一气呵成，成功将患
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开创了宁德市血
液灌流治疗有机磷中毒的先例。

自 2005 年起，科室不断书写着
救治传奇。5 月，男性胰腺炎患者
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急性肾
衰竭，血液净化治疗让他转危为安，
凸显了 ICU 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
的关键意义，也表明科室血液净化
技术的领先地位。同年 7 月，血浆
置换术（人工肝）的开展，填补了闽
东医院及宁德市的技术空白。

随后几年间，科室一路创新突
破。2006 年 11 月，肺动脉漂浮导管
技术开展，填补闽东地区空白，使危
重病诊疗水平迈向全省前列。2007
年 6 月，心脏临时起搏器技术首次

应用，推动医院外科发展。2008 年
7月，ACURA 床边血液净化机开展
血浆吸附治疗，为福建省首创。

2009 年是科室发展的新节点。
疑似禽流感患者、乌头碱中毒致呼吸
心跳骤停患者被成功救治，彰显血液
净化技术的重要性。同年科室乔迁
新病房，床位增至10张，设施更完备。

此后，科室在创新之路上高歌猛
进。从 2010年到 2015年，不断开展
新技术，确诊罕见病例，成功救治众多
危重病患者。2017年的救治成果令
人瞩目，禽流感、肺血栓栓塞症等患
者被成功救治，多科室联合抢救消化
道肿瘤患者。2018—2019年，主动脉
球囊反搏、床旁超声的应用等进一步
提升救治能力。2020年9月，抗疫关
键时期，科室响应号召组建援莆核酸
检测采样队，圆满完成任务。闽东医
院重症医学科，从简陋起步，凭借医
护人员的努力，成为卓越救治的典范。

人才梯队传承 技术创造奇迹
重症医学科的发展，人才是关

键支撑。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在人
才引进上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不仅
聚焦于国内知名医学院校的优秀人
才，那些具有国际视野的专家学者
也被积极引入，这股新鲜血液的注
入，让科室焕发出新的生机。

而且，科室深知“闭门造车”难有
大作为，积极与其他医疗机构展开广
泛的交流合作。学术讲座、病例讨
论、技能培训和考核等活动定期开
展，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临床技能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不断提升。

20 年的发展，如今，科室的医
护人员已近 80人，其中高级职称 10
人、中级职称 10 人，还有 10 余位医
护人员到国内知名 ICU 进修学习
过，对动/静脉穿刺置管术、气管插

管/切开术、纤支镜检查与治疗等操
作都能娴熟开展，还能通过监测血
流动力学、呼吸功能、胃肠功能等指
标，综合运用有创或无创机械通气
技术、循环支持技术、血液净化技
术、心肺脑复苏技术以及营养支持
技术等，全方位抢救重症病人。

2021年，重症医学科二区成立，
床位数总计扩展到 30 张，技术水平
在省内处于先进之列。2022 年 10
月，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患者被成功救
治，这是科室实力的又一有力证明。

2023 年 4 月 ，体 外 膜 肺 氧 合
（ECMO）治疗技术在科室正式开
展，这是重症医学领域抢救患者生
命的“终极武器”，能为呼吸和循环
衰竭患者提供体外的生命支持。

今年 2 月 13 日的深夜，40 岁的
郑先生因呼吸困难来到屏南县医院
急诊科，心率低至 30 余次/分钟。
接诊医生迅速与闽东医院重症医学

科联系，考虑暴发性心肌炎后紧急
转诊。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和心血
管内科医疗团队早早就在急诊科等
候，ECMO 团队也严阵以待。

在持续心肺复苏和紧急建立
ECMO通路后，郑先生的生命体征逐
渐稳定。经过综合治疗，他成功撤机
并顺利康复出院。这只是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日常工作的一
个小小片段，他们每天都在与死神抢
夺生命，坚守着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截至 11 月，科室已成功运用
ECMO 救治 5 例危重病患者，成功
撤机 3例，成功率达 60%。

播撒重症医学“火种”
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作为守

护生命的重要防线，不仅在当地乃
至福建省内都享有盛誉。这一切，
离不开科室主任顾凌和他的团队不

懈的努力与付出。
顾凌主任表示，科室的每一位

成员都已成长为闽东重症医学的
“火种”。他的愿景是不断扩大队
伍，将这份薪火播撒出去。

事实上，顾凌主任和他的团队早
已在行动。他们不仅为兄弟县市的重
症医学事业提供技术支持，更使宁德市
重症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早期像霞浦县医院重症医学
开科的时候，我们派医生去支援，领
办了柘荣县医院重症医学科，给了
周宁县重症医学科人力的支援，还
到古田县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我们
曾经有过连夜带着人和机器过去抢
救病人的情况，整个宁德市重症医
学科的发展在整个福建省还算是发
展得比较好的，几乎每一个县都成
立了重症医学科。”回顾重症医学科
20 年的发展历程，顾凌主任感慨万
分。他说，自己早已“没了时间观
念”，吃饭没正点，睡觉全靠碎片时
间拼凑。他的 24 小时，几乎全部贡
献给了医院流程优化、患者救治和

综合协调等工作。这种“特战部队”
的 习 惯 与 节 奏 ，早 已 融 入 他 的 生
活。面对紧张、压力繁重的工作，顾
凌主任却显得云淡风轻。

日前，闽东医院与柘荣县医院正
式签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协议，
这标志着闽东医院在帮扶基层医院
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早在
2015年，闽东医院就已经开始对柘荣
县医院进行帮扶。作为“中国长寿之
乡”，柘荣县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但在
2018年之前，该县的重症医学科还处
于空白状态。聚焦这一学科建设，闽
东医院选派了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刘火根等专家赴柘荣县医院组建重
症医学科，并相继派出龚振斌、陆通
安、万鑫等医生就具体问题开展帮
扶、及时解决。帮扶团队通过三级医
师查房制、两周一次教学查房等方
式，使柘荣县医院医护人员的专业技
能和临床思维得到了显著提升。

顾凌主任表示，医疗卫生事业
要 有 一 个 崇 高 的 目 标 、崇 高 的 医
德。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努力，
让濒临死亡的病人获救，这种感受
是金钱和荣誉无法比拟的。

他们不仅是生命的守护者，更
是重症医学的“火种”播撒者。闽东
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故事仍在继续。

（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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