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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郜素燕他们也会遇到不被
理解的时候。

下午 6 时左右，郜素燕接到任
务，为一位脑梗后遗症伴意识障碍的
患者转院。到达患者所在的护理院
时，郜素燕准备为患者做转院前的常
规检查，但受到了患者家属的阻扰和
不理解。家属说，“我们只是转院，不
需要检查，你直接帮我送过去就行
了！”语气很不耐烦。郜素燕耐心地
告诉家属，虽然只是转院，但是患者
现在已经意识不清，我们需要了解一
下病人的情况，做好准备，以确保病
转运途中的安全。听了郜素燕的解
释后，家属还是执意不要做任何救治

措施，最终只好让家属签字确认。
而急救车上人数的限乘，也常

常受到家属的质疑，特别是看到急
救车中仍有空间却被劝着不让上
车时，有些家属会情绪激动。每次
遇到这种情况，郜素燕三人能做的
就是平心静气地和患者家属沟通。

天气炎热，再加上家里有人需要
紧急送往医院，家属有时候难免烦躁
和不耐烦。郜素燕说，这些都可以理
解，但是作为急救医生，必须要保持
冷静的头脑，竭尽全力地对待每一次
的急救任务。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所
以能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急救
意识，互相理解。

记者高温天跟随120急救车体验“生死时速”

抬上抬下 白天要接10多车患者
打开后车门、快速取出急救包和心电监护除颤仪、拉出担架床，动作一气呵成。在患者家

中，郜素燕半蹲着对腰伤患者进行了检查和固定包扎，之后迅速和担架员、司机三人一起将120
多斤的患者，一口气从五楼抬到了急救车上，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36℃的高温下，回到急
救车上的三人早已是大汗淋漓。这就是郜素燕工作的日常，对她而言，在120急救车上的每一
分钟都很紧急。近日，记者跟随上海市急救中心十院分站的90后急救医生——郜素燕团队，体
验了一天高温日120急救医生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时速”。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实习生 滕晓琪

上周四上午10点左右，郜素燕
接到了来自洛川东路一小区一位摔
伤老人的急救任务，救护车一路疾驶
赶赴现场。

急救车到达小区后，急救员倪天
峰立即抽出担架车，车上放着所需要
的急救包，心电监护除颤仪，负压装
置和软担架。配合罗蔚峰、郜素燕，
三个人拎着急救用品迅速冲上了位
于五楼的老人家中。

现场，郜素燕给患者进行了简单
的检查后，迅速作出“腰部外伤”的判
断，并和搭档一起用负压固定垫将伤
者腰部固定，然后三人合力将120斤
左右重的患者小心地移上软担架，再
抬着软担架一步步地挪下楼，由于是
腰伤患者，要尽量保持软担架的平
衡。“疼不疼？感觉怎么样？”一路上，
三人还根据患者面部的反应，调整软
担架的角度。当天气温高达36℃，等
到三人将患者抬到楼下时，也已大汗
淋漓。

“对急救医生来说，120斤重根
本算不上什么。”郜素燕是个极其开
朗的女孩。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第
十人民医院分站附近多为老式住宅；
而呼叫120的患者中，年龄80岁以上
的占了近八成。大多急诊病人行动
不便，从楼上往下抬病人则是家常便
饭。老式小区通常比较狭窄，楼道里
又经常堆放很多物品，用软担架将一
两百斤重的患者抬下楼，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首先要保证患者的安

全，还要根据不同的病情调整患者的
体位以及抬保方式，这需要急救医生
和担架员、司机的通力合作。

记者眼前的郜素燕，1米6的身
高，体重只有90多斤，但是抬起病人
来却是毫不含糊。三人曾经抬过最
重的病人体重有220斤，加上担架自
重和急救包、心电监护除颤仪等设
备的重量，总重量超过260斤。郜素
燕能吃苦，这点连担架员倪天峰称
赞不已。“男人们能干的活她都能
干，但是她从来不会因为是小姑娘
而娇气，也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一
声累。”倪天峰说，三人合作已经一
年多了，彼此之间有着十足的默契，
往往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
的意思。

从2013年毕业至今，郜素燕已
经在急救车上工作5年了。她每天
都爬楼登高、穿街走巷抢救患者，经
历过多次台风暴雨，也多次钻进事故
现场的车底抢救过伤者。但这些都
是父母所不知道的。郜素燕告诉记
者，在父母眼里，大城市的急救医生
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只需要跟着
救护车到达现场，再对伤者进行抢
救，却不知道身为急救医生的女儿
还需要干这么多又脏又累的“体力
活”。去年，郜素燕的父母在电视上
看了《紧急救护120》的纪实片后心
酸地哭了，郜素燕却安慰父母说，自
己的工作很轻松，并不是电视上看
到的那样。

将当天接到的第5位病人送到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时，已经是中
午 12 点多了。郜素燕三人趁着没
接到“命令单”的空当，抓紧去附近
吃了份盒饭。三人的盒饭才吃了一
半，手机又收到了新“命令单”。郜
素燕急忙放下筷子，立即和搭档们
一起跳上了急救车，飞速驶往目的
地。郜素燕告诉记者，像这样才吃
几口饭被“命令单”叫走是常事，一
旦接到患者的呼救，他们就会立刻
出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记者看
到，在郜素燕所在的急救车上，放着
两盒小饼干，她的胃不好，所以常年
备着点小零食，工作时饿到胃疼，就
用它们垫垫肚子。

在急救车上工作这5年来，她工
作时能在饭点正常吃饭的次数真是
屈指可数，每次吃饭都是匆匆忙忙，
水也不敢多喝，因为怕上厕所会耽误
抢救时间、增加负担。“对于一线急救
来说，时间就是患者的生命，我们要
时刻做好奔向事发现场的准备。”郜

素燕说，“这几年来通过各方的努力，
现在我们120急救车从接到呼救起，
十二三分钟就能赶到事发现场，这点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申城连续高温，郜素燕增加了
不少的工作量，在白班的12个小时
里，她一般能救治 12-14 车的患
者，晚班也能接到10车左右。突发
心脑血管疾病、创伤、老年人多脏
器 衰 竭 等 都 是 高 温 天 的 常 见 病
例。病人增多，急救车也变得更加
忙碌。

高温天，除了患者数量增加导致
的工作量加大外，高温对于急救人员
来说也是一种考验。急救车在阳光
下暴晒久了，即便开了空调，但频繁
地开关车门使得车厢内仍然非常闷
热；抬一两百斤的患者上下楼，加上
抢救的压力，有时急救人员也会头晕
郜素燕告诉记者，为了坚守在岗位
上，急救人员的身边通常都会备有

“人丹”、清凉油等防暑用品，来应对
自身的不适。

下午4点左右，郜素燕再次将一
位急救患者送到第十人民医院。这
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拉住了郜
素燕，连声说“谢谢”。郜素燕愣了两
秒钟，这才想起是什么回事情。

原来，几天前的一个夜班，郜素
燕三人将附近小区里一位急病的老
先生送到了医院。老先生肾癌晚期，
呼叫120时的情况比较危险。接到
指令后，郜素燕和搭档对他急救后，
迅速将一百七八十斤的老先生抬下
楼送去了医院。那位老先生的妻子
在医院看到郜素燕后，一眼就认出她
来了。老太太拉着郜素燕的手，连声
表示感谢，并告诉她，“经过急救，先
生现在已经好多了。”

郜素燕说，“家属的一句‘谢谢’，
对我们来说，就像夏天里的一缕清
风，让人浑身舒坦，一天的疲惫就能
瞬间消除，那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郜素燕刚走上急救医生的岗位

时，带教的前辈们都在猜测，这么娇小
的小姑娘能干多久。但是身边的同事
走了不少，她还是选择留在急救的第
一线。郜素燕说，和其他临床医生相
比，急救医生工作强度大且薪酬较低，
最累的时候她也曾有过想要放弃。但
是，她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用她自己
的话说，就是自己“心态比较好”。“每
当把病人从生死边缘救回来，我能感
受到自己的这份职业是被需要的，能
真正感受到急救医生的意义，所以让
我坚守着这份职业。”郜素燕说。

虽然工作辛苦，但郜素燕每天总
是乐呵呵的。用她的话说就是急救
面对的沉重场面比较多，如果性格太
压抑就很难坚持。和搭档们聊得来、
关系好也会让日常的工作轻松很
多。司机罗蔚峰、担架员倪天峰工作
上也很照顾郜医生，三人性格都很开
朗，经常开玩笑互怼，没病人的时候
他们常是笑语不断。

最重抬过220斤伤者
干活麻利从不输男生

急救车上常年备着小饼干
坚守岗位5年，常顾不上三餐

家属嘴里一句“谢谢”
仿佛夏日里的一缕清风

高温容易让人变急躁
急救医生也渴望被理解

忙碌中的郜素燕。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