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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凭传统“武功”，让方舱患者叹服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最近有没有觉得胸闷、发热？”
“还有没有其他病史？”
“来，给您量下血压和体温。”
……
2 月 20 日下午，湖北省武汉市江夏

区大花山方舱医院。面对陆续排队等候的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33 岁的李妲紧张而又
有条不紊地评估病情、根据症状进行分诊，偶尔
会起身来句“牢骚”：“后面的，说话小声些哟！”

一周前，由江夏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改建而成的方舱医
院开始收治患者，这样的场景就重复出现在李妲的分诊排班
中。李妲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自从 2 月 10 日随第三批援助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来到武汉，
她就如同一根紧绷的琴弦，一刻也不敢放松。

“我们这里只收治新冠肺炎轻症

患者。”李妲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方舱医院之所以如此“专一”，主要

是通过分类施治判断患者病情的轻

重程度，从而留下轻症患者，让重症、

危重症患者及时住进定点收治医院，

便于“对症下药”。

区分轻、重症状，评估患者“新

冠肺炎严重指数”，可想而知，这一

环节在整个抗“疫”中显得多么重要！

而“把守”这一环节的医生，绝对需

要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

经验丰富的李妲便是把守这一环

节的重要角色之一，而她的秘诀，离

不开中医诊疗法里的三个字——望、

闻、问。

“首先，要注意观察患者的精气

神，如果对方精神萎靡、反应迟钝、

两眼无神，大多属于病情较重的类型；

其次，要注意听患者说话时是否呼

吸气粗、急喘，通常这些症状在轻症

患者中不多见；最后，我们还要了解

患者是否有胸闷、发热的症状……”

除了传统的中医诊断，李妲还得参照

患者的 CT 影像资料，并通过医疗仪

器监测，对病情进行“再审”，直到

患者的心率、脉搏、体温、血氧饱和

度等生命体征指数均符合轻症标准，

才准予入院。

“一般情况下，从症状判断到定

性住院，每名患者要耗时 3 至 5 分

钟，一旦分诊的病人多起来，在排班

的 6 小时里，至少有一大半时间是被

‘定’在椅子上的。”2月16日下午 3

时，刚刚排班分诊的李妲迎来了百余

名确诊患者，她迅速进入了紧张工作

状态。

“戴了N95口罩后，说话的声音

比平时要低，加上有些患者年纪大了，

听力下降，这就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沟

通病情。”李妲说，交流上存在障碍

还是其次，两三个小时后，一层层的

防护服下，汗水便会将贴身衣裤浸湿，

加之进病区前脱下了羽绒服，稍不

注意，一旁透过窗台袭来的冷风便

能吹得人直打颤。但望着眼前等待

着的患者，她不敢有丝毫松懈，只是

手臂也会愈加酸痛，“每次为患者做

完分诊，都要用酒精喷雾对双手和

医疗仪器消毒，反反复复重复这样

的动作，手都快没知觉了”。

欣慰的是，在临近换班时，李妲

终于为百余名患者一一分诊，直到将

获准住院的患者信息全部录入系统，

并反馈给轮班的医疗队员后，她才走

出病区。

从紧张的节奏里停下来，李妲

才发现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到了夜间 9

点。

鲜有人知的是，在江夏方舱医院，

由全国 5 个省、209 名医护人员组成

的国家第三批中医医疗队在对抗新

冠肺炎时，不吃西药、不输液、不打

吊瓶，全凭中医药“发力”。

李妲介绍，方舱医院收治的全部

轻症患者，都统一服用由国家中药局

与国家卫健委共同向全国推广的“清

肺排毒汤”。“轻症患者在服用这种药

剂后，通常只需一到三天，像干咳、

腹泻等症状就会明显好转，另外，它

对稳定病情，延缓或阻断轻症患者转

向重症转变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了解到，“清肺排毒汤”作

为疾病治疗方剂，是由汉代医学家张

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方

剂优化组合而成，不仅可用于治疗新

冠肺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

危重症患者救治中也可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合理使用。

李妲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一位

轻症患者刚被收治住院，突然急喘

加剧，血氧饱和度也开始下降，如果

不能“对症下药”，通常几天内就会

转为重症。于是，当晚就施以“清肺

排毒汤”让患者服用后睡下，结果第

二天患者的呼吸就明显平稳了不少。

“患者当时情绪很激动，连连叹服‘传

统中医真的很厉害’！”李妲说。

中医不仅讲究服药治标，还尤为

注重“治本”。“通过调理气血、疏通

筋络、强健体魄，同样能达到提高身

体免疫力，促进病情改善、身体痊

愈的效果。”在李妲看来，其中诀窍

离不开几门“武功”——八段锦、太

极拳、耳穴压豆法。

“第一段，双手托天理三焦。两

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李妲告

诉记者，每天都有排班护士带领患

者们练八段锦、打太极拳。休息期

间，医生也不忘给患者普及中医理疗

按摩知识。“比如胸闷，通过按压手

臂上的手太阴肺经、手少阴心经等穴

位，可以进行舒缓；如果夜里失眠，

就通过耳穴压豆法在耳廓穴区进行

按压……”

如今，由湖南医疗队收治的 94

个床位的患者，一到“练功”时间，

全都自觉站好队形，在“领舞”医生

的带领下开始调理身体，一套动作

完成下来，很多患者常常感慨：“全

身热乎乎的，连呼吸都感觉顺畅些

了。”

来武汉“抗疫”的十余天里，李妲不仅

是分诊患者的“病情把关人”，同时也扮演

着“心理疏导师”的角色。“尽管这里收治

的确诊患者都只是轻症，但他们同样十分焦

虑。查房时，经常能听到病人问‘什么时候

可以出院’‘这么多病人都住在这里，会不

会交叉感染？’一些年长的病人也在恐慌‘自

己的身体比不上年轻人，可能今晚睡下，明

天就醒不了了。’”

除了为自身病情担忧，不少患者也牵挂

着同样受感染的家人。“他们常常自责，认

为是自己将新冠肺炎病毒传染给了家人。”

李妲称，有位患者在病毒潜伏时，不慎传染

给了自己的孩子，为此，刚收治住院的前几

天，这名患者一直夜不能寐，“他怕孩子太小，

扛不过去”。

凡此种种，李妲都需要与病人沟通，她

在做好心理疏导的同时，也为患者的一连串

病情疑惑给予详细解答，甚至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还会满足“邻床病人打呼噜睡不

着觉，希望换床位”的要求。

清晨亦或深夜，从方舱医院返回到住处

后，彻底放松下来的李妲却时时难以入眠。

此时，远在武汉的她总会想起年仅五岁的儿

子不久前为她画的一幅儿童画：身为“白衣

战士”的妈妈用一根细长的针管深深地扎

进冠状病毒体内，一旁，他用稚嫩的字迹写

着三行字——“妈妈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

每每想起儿子的这幅画，尽管疲倦伴随

着饥饿，但李妲却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充盈在

心底。为了打赢这场战“疫”，李妲切身感

受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连孩子

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加油鼓劲。

这不，出发来武汉时，9 岁的外甥女也

为她写了一封信：“舅妈，你作为‘白衣天使’，

为了祖国，不顾安危去武汉第一线支援，救

助那些被病毒折磨的人……我想你肯定顾不

上辛苦，因为你们就是那些患者的希望。有

了你们的勇气，才换来了我们的健康和平安，

我为你骄傲、自豪。我长大了要向你学习，

做一个优秀的人……”

看来，连孩子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

场战役里，李妲们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传

统医术的力量，还有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传统

美德和民族精神。

女中医的“心灵按摩”

这里的治疗，全凭中医“发力”

患者病情有多重？她来判断

赴武汉抗疫后，严实的防护服成了李妲的“日常装”。

抗疫期间，李妲的儿子为她绘画鼓劲。

中医“三字诀”，“宽心”更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