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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四级闭环救治机制

2022年 10月，广州市海珠区发
生疫情。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
单位，坐落在广州市珠江南畔、海珠区
东部的广东省二医与封控区37.92万
名居民成为疫情的“风暴眼”。

2022年 11月 21日，101岁的李
奶奶因感染新冠病毒出现高烧、咳嗽、
气喘等症状，被“120”救护车送至广
东省二医急诊科抢救。当时，她出现
意识模糊、脱水、心功能不全等症状，
病情危急。令其家人感到吃惊的是，
经过2天的治疗，李奶奶的病情就明
显缓解，被转至心脏重症科的康复病
房接受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治疗。入院
第5天，李奶奶就顺利康复出院。

李奶奶是众多受益于广东省二医
四级闭环救治机制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之一。在该机制下，医院成立老年感
染者救治领导小组，统筹全院老年感
染者救治；成立由呼吸、重症医学、心
血管、脑血管等领域专家组成的老年
重症感染者救治指导小组，指导全院
老年感染者救治；成立以26名科主任
为组长及以科室护士长、住院总医师
为副组长的老年感染者救治小组，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为急危重症感染者
救治兜底。

四级闭环救治机制是指：
第一级：畅通入口，增加急诊重症

床位。该院通过配备呼吸机等抢救设
备，将急诊科10多张留观床升级为急
危重症病床，使急危重症病床增至30

张。这相当于，急诊科增设前置重症
监护室，有利于快速稳住急危重症感
染者生命体征。在病情评估、预检分
诊后，医院对此类感染者应收尽收。
随后，经多学科专家研判，广东省二医
再根据研判结果将感染者分流至重症
科室、亚重症科室和普通科室治疗。

第二级：消除堵点，扩大重症救治
科室。医院建立以重症医学科、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重症科、脑血
管重症科为主的老年危重症感染者救
治头部科室群，扩大重症感染者救治
科室。头部科室负责上接急诊科老年
危重症感染者，下转病情稳定的危重
症感染者至亚重症科室、普通科室，提
高重症床位周转率。

第三级：有序流转，增设亚重症救
治专业。头部科室上下相邻楼层为亚
重症科室群，收治头部科室下转的亚
重症感染者。若出现紧急情况，头部
科室专家即可第一时间赶到抢救现
场，提升救治成功率。同时，26个老
年感染者救治小组可为老年感染者的
应治尽治、有序分流提供充足的救治
储备力量；老年重症感染者救治指导
小组每天组织多学科会诊，保证亚重
症感染者救治质量。

第四级：全员参与，加速普通感染
者康复。医院全院动员、全员参与，把
其余科室改造为普通感染者快速康复
病房，为普通感染者提供精准治疗、亲
情式护理、个性化饮食等优质服务，促
其快速康复出院。

四级救治机制运转顺畅，环环相
扣。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形成四级救
治闭环，该院救治指导小组还建立了
分级分层的巡查巡诊机制，每天根据
病情动态调整感染者所属层级。如果
普通感染者出现突发情况，将被立即
送到头部科室救治。

在四级闭环救治机制下，广东省
二医做到了虽然新冠病毒感染者收治
量大，但收治工作仍然平稳有序。该
院有床位、有能力、有机制，实现了急

危重症感染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
急危重症感染者的生命健康兜底。

202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7 日，该院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
3448人次。其中，老、幼、孕感染者人
数占比约为56%，60岁及以上老年人
数量占比约为44%，救治效果显著。

首创紧急预检分诊制

在广州市本轮疫情期间，遵照行
政部门相关要求，广东省二医紧急转
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定点救治医院，首
次启用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提供
1100张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病床，数
量占比约为全市的1/3，成为广州市
抗疫的“生力军”与“顶梁柱”。

随着疫情发展，新的问题也开始
出现。该院1号楼急诊科办公桌上的
一张照片特别醒目，照片上10多辆救
护车一字排开围在医院门口。“当时医
生、护士进出门口都惊呼，医院被救护
车包围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唐柚青回忆道。

救护车“围”院并非被动之举，而
是该院的主动作为。当时，海珠区封
控管控覆盖人口多，院前急救患者增
多。由于急救人员早期无法直接识别
呼叫人员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如果不
做核酸检测快速筛查出新冠病毒阳性
感染者，以及进行病情危重程度分类，
将全部患者都直接送往就近医院，势
必造成这些医院急诊和发热门诊出现
医疗挤兑，影响海珠区后续急危重症
救治。此外，绝大部分急诊和发热门
诊不具备快速核酸检测能力，核酸样
本需送至检验部门检测，从采样到出
检测结果，通常需要4~6个小时。

这一情况难住了广州市急救医疗
指挥中心（简称广州“120”）。得知此
消息的唐柚青却拍着胸脯说：“我们对
接广州‘120’，通过建立紧急预检分

诊制度来解决这一难题。”
紧急预检分诊制度一般用于大型

灾难现场批量伤病员的检伤分类与后
送分流，很少用于大量传染病患者救
治。此举意味着，广东省二医将成为
承担收治任务最多的医院。

广东省二医将医院对面停车场快
速改造为紧急预检分诊区，并根据相
关要求，将其划分为核酸采样区、病情
评估区、核酸检测结果等待区、医疗辅
助区。同时，广州“120”印发通知，广
东省二医与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
心、方舱医院等相关管理、救治单位协
同推进这项工作。

救治流程包括：广州“120”救护
车接收封控区急危重症感染者后，除
紧急情况外，先将其转至广东省二医
紧急预检分诊点。在急诊科医生迅速
完成核酸采样后，预检分诊医生将核
酸样本送至紧急预检分诊点的移动
P2+检验车进行快速核酸检测，在最
短时间内出具检测结果。同时，救护
车驶入病情评估区，急诊科医生与车
内医护人员共同对感染者情况进行评
估，然后将感染者带入核酸检测结果

等待区。根据核酸检测结果与感染情
况评估结果，医生快速对感染者进行
分类救治。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被转运至附
近“黄码”医院，重症感染者被转运至
广东省二医抢救，转为轻症后，再被转
运至方舱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在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主任
李双明看来，紧急预检分诊新冠病毒
感染者这一创新之举实施后，让广州

“120”现场救治和转运新冠病毒感染
者的“入口”和“出口”实现了双畅通，
有力破解院前急救“拥堵”困局。自启
用以来，紧急预检分诊制也得到同行
的高度认可，他们纷纷加入协作网，高
效完成急危重症感染者转运。

在紧急预检分诊制运行期间，广
东省二医急诊科与广州“120”共出车
316次，紧急预检分诊急危重症感染
者292人次。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面对重症
床位与呼吸机紧缺等问题，广东省二
医进一步优化四级闭环救治机制，在
保证正常医疗秩序的前提下，主动担
当，提供450张重症病床，数量约占全

市新冠病毒重症病床的40%，持续为
急危重症感染者的健康兜底。

打造紧急救援先锋队

四级闭环救治机制、紧急预检分
诊制并非广东省二医第一次为抗击疫
情贡献智慧。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
刚发生时，广东省二医就创建感控督
导员制度。该制度不仅被推广至海
南、武汉、荆州等省市，相关研究论文
还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子刊
上刊发。

作为中国第一家省级应急医院，
广东省二医拥有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际应急医
疗队。在新冠疫情防控中，该院不仅
创新急危重症救治模式，也展现了突
出的紧急医学救援能力。2020年，该
院派出应急队伍支援武汉、荆州及北
京等地。2022年，该院支援海南等
地，并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2022年8月7日，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组指派该院派队伍支援海南。
接到任务后，广东省二医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在2个小时内完成集结，搭
乘当天16时30分飞机抵达海南。第
二天，该院第二批救援队带着车载装
备、P2+检验车、移动CT、物资保障车
等，抢乘8月8日上午轮渡，于当天12
时前抵达指定地点。

在海南，该院医疗队成建制接管
当地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新冠病毒感
染者4264人次，累计出院3025人次，
累计转院1015人次。其中，无一名感
染者病情加重。这不仅受到各方的高
度肯定，该院医疗队还被海南省援琼
指挥部誉为抗疫“尖刀连”。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创新破困局 兜底急危重症救治

照片由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提供

急诊科主管护师紧急抢救90岁高龄新冠病毒感染者

□特约记者 周颖怡
通讯员 朱健 黄怡辛

当前，我国新冠疫情
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
重心从“防感染”转向

“保健康、防重症”。在
广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最
吃紧的阶段，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简称广东
省二医）一直冲锋在前，
创 新 救 治 模 式 力 破 困
局，展现了“国家队”的
责任和担当。近日，记
者深入广东省二医实地
探访，解剖其管理秘诀，
揭秘其抗疫经验。

□特约记者 程守勤
通讯员 仲启新 蔡玉和

“我要找小苹果护士！”2月
14日 11时，江苏省宿迁市泗阳
县中医院心病科转来了一位老奶
奶。一进门，这位老奶奶就连声
嚷着要找“小苹果护士”，心病科

护士长崔静连忙上前了解情况，关切
地问她有什么事。

这位老奶奶姓张，今年91岁了，
因常年患有冠心病，是心病科的“常
客”，心病科医生和护士对她都很熟
悉。张奶奶要找的“小苹果护士”是该
院心病科护士王园，曾经是王奶奶的
床位护士。王园性格温柔、做事仔细、
服务周到，让张奶奶赞不绝口，拿她当

孙女一样喜欢疼爱，每次来看病，张奶
奶都要找王园。

“我们心病科有不少患者是上了
年纪的老人，全科共有17名护士，穿
上工作服，老人不易认出来，呼叫不方
便，我们就让各位护士在臂膀上佩戴
苹果、西红柿、草莓等不同种类的水果
标识牌来代替姓名，方便患者和家属
记忆。”崔静介绍，张奶奶来治疗时，喜

欢找王园聊天，而王园也总是耐
心地听她讲，照顾得体贴入微。
因为王园的标识牌是苹果，张奶
奶就把“小苹果护士”牢牢地印在
了记忆里。

2月14日早上，张奶奶突感
胸闷心口疼，家人赶紧打“120”
急救车把老人送到泗阳县中医院
救治。经过急诊救治后，张奶奶
被转到心病科住院治疗，就出现
了本文开头的温馨一幕。

崔静说，心病科的这项措施
拉近了医患距离，增加了医患互
信，特别是对老年群体更体现了
爱心、暖心、贴心的人文关怀，赢
得了患者及家属的称赞。

“我要找小苹果护士”

□特约记者 李雅
通讯员 刘云芳

近日，两位“换心人”先后来
到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简称“厦心医院”）复诊，各项检
查指标正常，今后他们可以重新
回到工作岗位上。2022 年 12

月，厦心医院在 24小时内两次跨市
“取心”，成功为这两位患者完成心脏
移植手术。

48岁的女患者患扩张型心肌病
六七年，常年心衰导致她出现咳血、难
以平躺等症状，稍一活动就喘得厉害，
移植成了她唯一的生存希望。2022
年12月3日晚9时，厦心医院心脏移
植团队连夜奔赴龙岩市取供体心脏；

12月4日上午10时许，心脏安全送达
厦心医院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手术，这颗宝贵的心脏在这位女患者
胸腔里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

就在女患者手术期间，厦心医院
心脏移植团队又接到第2例配型合适
的供心消息。分配到这颗供心的是一
名13岁的男孩，男孩患有扩张型心肌
病，已处于休学状态。对患者来说这

无疑是幸运的，但24小时之内接
连进行两台复杂的心脏移植手
术，对手术团队无缝衔接和连续
高强度作战是一次考验。

“一个配型合适的心脏太难
得了，患者等不起，我们必须上！”
短暂讨论后，该院副院长吴锡阶
率团队立即制订手术方案。

完成第一例手术后，12月4
日晚上，厦心医院心脏外科团队
又出发前往漳州市取供体心脏；
12月5日一早，供体心脏被送达
医院。医务人员马不停蹄进行移
植，最终在当日上午10时左右为
男孩完成心脏移植；术后第3天，
男孩就下地进行康复治疗。

“患者等不起，我们必须上”

□特约记者 文晓欢
通讯员 王平

“村民们注意了，平顶山市口
腔医院巡回诊疗车来给大家免费
看牙病了。有牙齿不舒服的，赶
快到村委会集中检查。”2月8日
一大早，河南省叶县邓李乡马湾
村委会的广播响了起来。

巡回诊疗车里，李大爷躺在治疗
椅上，正在接受检查。“大爷，您嘴疼是
因为假牙佩戴时间过长，没有及时更换
导致的。我给您调磨一下，假牙就不会
再磨损您的口腔黏膜了，疼痛症状也会
缓解很多。”平顶山市口腔医院口腔修
复科医师陆玉莹对李大爷说。

陆玉莹一边跟患者沟通，一边使
用巡回诊疗车内配置的牙科设备调磨
着假牙。再次戴上假牙的李大爷试着

咬合了几下，微笑着说：“医术真中！
现在感觉俺的嘴疼减轻很多了。”

“这几天您吃完饭后一定要用淡
盐水漱口，保持口腔清洁。等过两天
口腔黏膜愈合后，您吃饭时就不会感
觉到痛了。”陆玉莹细心地向李大爷嘱
咐着注意事项。

做口腔疾病检查的村民大多数是
牙齿缺失的老年人。医生不仅为牙病
患者进行免费治疗，还为30余名村民

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并为他们逐
个建立口腔健康档案。

“俺牙疼起来时真想撞墙。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家里就剩下
老人和小孩，一旦有个头疼脑热
都是麻烦事儿。”孙大爷说。

“此前，因为牙病治疗的特殊
性和硬件设备原因，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只能为村民提供口腔健康
知识宣传、口腔健康检查等，不能
为村民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
题。2020年，医院购置了口腔巡
回诊疗车，车内配置专业设备和
医疗器械，堪比一个可移动的口
腔医院。巡回诊疗车开进村，实
现了牙病患者的随诊随治。”平顶
山市口腔医院院长付琳辉表示。

移动口腔医院进村了

2月14日，护士为新生儿家长讲授带婴儿
常识和技巧。当日，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组织新生儿家长学习带婴儿常识，开展手工插
花等活动，用爱守护幸福。 赵启瑞摄

守护幸福

据新华社土耳其安塔基亚 2月
14日电 （记者王峰 武思宇）据中
国救援队负责人介绍，中国救援队13
日分3批次派出共计32名救援队员和
2条搜救犬，采用夜间静默、拉网排查、
犬搜索等方式搜索评估土耳其地震灾
区17栋建筑。中国救援队在土展开搜
救行动以来，已救出6名幸存者，搜寻
出8名遇难者，排查建筑70栋。

据介绍，中国救援队结合夜间噪
声少、队伍机动便利等特点，制定“日
间+夜间”搜救编成，持续有力开展搜

救行动。13日1时许，救援队派出搜
救组，根据当地政府和群众提供的信
息对4处建筑开展夜间搜索。同日8
时许，采用拉网式排查方法对12栋建
筑进行搜索评估。13时左右，派出2
条搜救犬对疑似存在被困人员区域进
行搜索。

救援队还加大医疗巡诊，加强救
援现场医疗保障。

据悉，目前有17支、合计440余
人中国社会应急力量在土耳其地震灾
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7支中国救援队在土耳其灾区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4日电 据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消息，2月14日
凌晨，中国政府援助叙利亚抗震救灾
人道主义物资从南京启运，预计当地
时间2月15日早抵达大马士革。

该批物资包括约3万个急救包、1
万件棉服、300顶棉帐篷、2万条毛毯、
7万片成人拉拉裤以及呼吸机、麻醉
机、制氧机、LED手术无影灯等应急
医疗设备和物资。

中国援叙利亚救灾物资启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