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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躺下休息了，是被晃醒的，看到手机地震
提示信息后就赶忙往楼下跑，兰州震感都这么强烈，加
上冬天零下的温度，那边的情况肯定不容乐观，我们 4
个也没怎么商量，就想第一时间冲到那里提供一份帮
助。”樊旭东回忆说。

凌晨1时50分出发，全程200多公里路程，加上道
路结冰，他们到达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已是凌晨4时。

下车后，看到震后大量受伤人员涌向医院，还有陆
续到达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集结的场景时，立即跑步来
到积石山医院门诊楼1楼接诊台前，说明来历、身份、拿
出证件照片，证明他们4人具有一定的急救能力。

在经过简单对接后，积石山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高
云说：“你们是第一批赶到的外部救援医务人员，请两人
到这间抢救室管理4-9床病人，两人到这间清创缝合室
开展救援工作。”

凌晨4时，医院已陆续接收了不少伤员。病床挤满
了受伤患者，他们一一询问病史、受伤过程及查体后，由
于当地医院CT、X检查紧张，赵春霖医生立即床旁超声
检查，明确胸腹部脏器受损情况，排除危重患者；樊旭
东、张永吉医生开具CT、X检查单，安排检查；杨满太管
理病床病人，安排心电监护并安抚患者及家属情绪。

“一位七旬老人，家里房屋倒塌后，自己徒手从废墟
里把两个孙女挖出来，带到医院来看病时，自己满手是
伤，仍坚持先看小孩。还有对老两口，老奶奶在陪着老伴
儿做完初步检查和治疗后，才开口说自己难受。在紧张
的救援工作中，像这样温暖的事有很多，也在不断感染着
我们。”樊旭东说，最开始重症伤员的量很大，除了开放性
损伤，多的是有基础病合并多发骨折的老人和小孩。

救治期间，他们成功给一例多发肋骨骨折合并大量
气胸老人实施穿刺置管引流术，术后转危为安；给三名
骨盆骨折患者给予包扎固定补液治疗后及时安排转至
临夏市中医医院后续治疗；紧急治疗一名高血压合并左
心衰患者病情平稳后安排住院；其间救治的肢体骨折、
开放性损伤、惊吓所致患者有很多很多……

樊旭东、杨满太、赵春霖和张永吉都分在了积石山
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共同负责一个抢救室和清创缝合
室，他们紧密配合，开展固定骨折、清创缝合、包扎、床旁
超声检查及胸腔穿刺引流、搬运、抢救……

晚上6时，救援工作稳定后，再没有陆续送来的患
者。看到当地医疗资源已能满足救治需要，4人便结束
了连续14个小时的工作，与医院医护人员告别后返回
兰州。

“作为医生，我们只是做了应做的事，都已经习惯了
熬夜和高压状态下与时间赛跑去治病救人的模式，只要
能为病人解决病痛，再辛苦都是值得的。”据赵春霖医生
回忆，“当时刚刚地震，前往积石山县道路情况不明，积
石山县医院楼房裂口、天花板掉落、余震不断，其中较大
一次余震发生时，大部分人员跑到院子，他们因忙碌、乏
困，竟然不知，余震结束后当地急诊科一名医生告知他
们，现在想起来才感觉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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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病区管理后，省三院医疗团队立刻对他
们的伤情展开全面排查，妈妈生命体征稳定后被
送往临夏州医院进一步手术治疗。爷爷奶奶经全
面检查后均为软组织损伤，太爷爷病情相对稳定。

查房时，医疗队发现8岁的姐姐无法站立，但
是X线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骨折和骨裂，皮肤也没
有明显的破损及包块，经反复讨论，确定为因软
组织损伤，创伤后心理障碍无法站立。

省三院专家及时安排专人进行心理疏导和
康复治疗，2天后，小女孩的脸上有了笑容，终于
可以站立了。

医务部部长吴得安得知，两个小女孩的鞋子

埋在了废墟中，没有鞋穿，立即为她俩购买了鞋
子，并为同病区儿童购买了零食包和玩具。

当小女孩穿上新鞋，在大家的鼓励下慢慢行
走时，家里人悬着的心落下了，并向每一位医疗
队员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太感谢你们了！”眼泪
在奶奶的眼眶中打转。

省三院管理的病区还有5名小朋友，13岁的
马文杰的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爷爷在地震中去
世，奶奶也因重伤被送到了州医院，马文杰脾脏
破裂急诊送到了县医院，紧急做了脾切除术，手
术非常成功，但马文杰忧郁的小脸蛋让人揪心。
省三院医疗队第一时间安排了省内外的心理救
助团队进行心理疏导，并时时陪在小朋友身边和
他聊学校、讲故事。得知小朋友喜欢读书，医疗
队员第一时间和当地新华书店联系，为他送来了
喜欢的《中华成语故事》《简·爱》等书籍，这两天
小朋友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救治中，省三院医疗
队关心呵护着每一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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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成俊也是医疗
队的一员，当晚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请愿来到
临夏州人民医院。“当时急救科病人很多，医护
人员冒着严寒，抢着把每位患者抬送到分诊处，
仔细询问病史，查看患者病情，完善检查，完成
基础救治，分诊转送到各病区，这一忙就到了第
二天下午，此时大家还没顾上吃饭休息。”

据了解，地震发生后，一些危重伤员被紧急
送往临夏州人民医院ICU。兰大二院外科ICU
副主任医师陈宇作为医疗队成员，积极投入到危
重伤员的救治当中。其间，一位患者的病情引起
了陈宇的关注。这是一位48岁的中年妇女，因为
地震墙体垮塌全身受压及多处骨折，尤其以颈部
胸部为主，胸部以上皮肤呈蓝紫色改变，是典型
的创伤性窒息综合征。陈宇评估预处理后，决定
将其转入临夏州人民医院ICU继续治疗。陈宇
除去他科会诊的时间，就返回ICU来指导患者的
治疗，制定治疗方案，转有创呼吸机辅助治疗，通
过争分夺秒的治疗，患者病情明显缓解，休克纠
正，生命体征平稳，转危为安。

安江东告诉记者，这些天，9名医疗队员坚
守在救援一线，不仅负责地震伤员的治疗，还介
入到医院其他病人的诊治，没有一个喊苦喊
累。特别是地震发生后的前两天，队员们顾不
上吃一口热饭，直到22日伤员病情稳定后，队员
们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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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14个小时

一家六口的救治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甘肃省卫健系统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在省城兰州进修的静宁县人
民医院医生樊旭东、杨满太、赵春霖和张永吉四
人一拍即合，在简单准备一些水和零食的情况
下，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连夜前往了地震灾区。

争分夺秒的五昼夜
“现在还疼不疼，感觉咋样？”“挺好的，谢谢安主任！”
12月23日，在临夏州医院骨科病房，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安江东仔细

检查着患者马哈之来的左膝，关心地询问手术后的感觉。安江东是兰大二院支援震区第一
医疗队队长。地震发生后，他带领由急诊、重症、神经外科、骨科9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在
12月19日凌晨3时45分到达临夏州人民医院，开展地震伤员的抢救工作，这也是地震后
第一支到达震区的支援医疗队。

在积石山县医院外一科住着一家人，太
爷爷、爷爷、奶奶、妈妈和2个女儿，这个四世
同堂的大家庭，在积石山6.2级地震中房屋
完全坍塌。

地震来临时，妈妈用身体护住了2个女
儿，导致肋骨、骨盆多发骨折，其余家人均有
不同程度受伤。这个家庭的遭遇牵动了省三
院全体医疗队员的心。

确定伤情。

与小朋友互动。

安慰老人。

手术治疗。

查看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