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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芳征， 男， 52岁， 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
早年曾在乡镇卫生院工作， 非典以后他调入周口市第五人民
医院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先后在肝病科、 内科、 结核病科
工作， 2013年周口出现第一例 Ｈ7Ｎ9重症患者， 医院成立了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他担任科室主任， 从此开始了每天争分
夺秒抢救生命的日子。

记者几次电话预约采访卫芳征医生， 他都婉言拒绝： “我
没有什么可采访的， 干的都是平常的事！” 或许是他太忙了，
或许是他太低调， 这更激起记者见他一面的欲望。

11 月 27 日， 记者慕名走进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进入
医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门诊大楼前的白求恩雕像，
院落里各种花草树木错落有致， 一排排金黄色的银杏树让医
院的秋天显得色彩斑斓。 但三三两两、 来来往往的人都面戴
口罩， 行色匆匆， 不禁让人联想到非典到来时的紧张气氛。

“口罩医生” ———卫芳征
得知卫芳征正在门诊坐诊， 记者前往位于一楼的诊室。
与其他综合医院医生看病情形不同的是， 卫芳征问诊时

都戴着厚厚的防护口罩， 因为他面对的患者大多是具有传染
性的， 通过面对面说话时的飞沫就可能感染疾病， 所以这里
的医护人员被传染的危险比其他人高得多。

坐在卫芳征面前的患者张某， 是专门慕名过来咨询的，
他在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一个月， 效果不太明显， 他在门诊见

到卫医生， 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话： “终于找到你了！”
等到卫芳征医生看完病人， 记者随同他走进病房大楼。

大门是紧闭的， 他输入密码后大门迅速打开， 待我们进入后
又自动关闭， 原来这里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 进入大楼
内， 又相继通过几道大门， 才进入重症室的病房医生办公
室， 办公室里几位医生正忙碌着， 他们都戴着像防毒面具一
样的口罩。 记者也被要求戴上口罩， 厚厚的口罩让记者的呼
吸变得很不顺畅， 鼻子和耳朵也被压得很不舒服。 记者和医
生们打招呼： “你们工作时一直戴着口罩吗？ 不难受吗？” 一
名女医生回答说： “没办法呀， 习惯了就好了！” 第一次经历
这个场面， 记者不由得想起了电影片中的科幻片或恐怖片。

一位医生报告说： “有病人要求出院， 请卫主任过去看
看！” 卫芳征医生决定当即前往病房察看情况， 记者要求随
同。 病室里， 一位七旬老人正躺在病床上输氧输液治疗， 陪
同的家属也都戴着防护口罩。 卫芳征认真地询问了病情之
后， 又与病人家属进行详尽的交流， 看来这个病人的病情比
较严重， 家人非常担心。 另一个病室里住着一个十多岁的小
女孩， 陪护的妈妈也戴着防护口罩。 小女孩经过治疗已经康
复， 她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她与妈妈在病房里小声地说
笑着。 卫芳征问诊后批准她可以出院了。

卫芳征告诉记者： “看到病人病好出院是我最幸福的时
候！”

对于病人来说， 出院时像冲出牢笼自由飞翔的小鸟一样
快乐， 但对于卫芳征这样的医生们来说， 则必须天天面对与
“死神” 争夺生命的拉锯战。

“知心医生” ———卫芳征
在这里治疗的呼吸类重病患者， 是非常痛苦的， 他们除

了发烧， 最无法忍受的是呼吸的困难， 那是一种频临死亡的
痛苦和绝望， 而且这类疾病的病程还比其他疾病长， 大约需
要半年至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卫芳征和他的同事们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们除了精心治
疗、 细心护理外， 还需要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与病人和家
属进行思想交流， 告诉他们治疗方案、 预期、 病情进展等，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 哪些是正常现象 ， 让病人安心治疗 ，
让病人家属帮助病人进行正确陪护和心理安慰 。 在长时间
的相处中， 这里的病人和家属对卫芳征都很熟悉 ， “卫主
任” “卫大夫 ” “老卫 ” “老兄 ” 等一个个亲切的称号都
是随口而来， 他也是随叫随到 ， 对待病人像是对待自己的
家人。

卫芳征说， 来到这里的病人都是费了很大周折的。 像结
核这类呼吸性疾病的诊断， 一般都是从乡镇医院转到县医
院， 再从县医院转到这个医院的， 还有的病号是从省里医院
转回这里治疗的， 所以病人和家属思想压力都很大， 作为医
生要充分尊重理解他们的心情， 像亲人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个
病人。

来自川汇区的一名男性病号， 得了一个奇怪的病， 阴
囊上的一个 “小脓肿 ” 竟然是结核 ， 因没有针对性治疗 ，
结核后来转移到脑部。 他曾在郑州某大医院治疗 ， 由于离
家太远又花费很高， 家人将他转到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治
疗。 当时家人没有抱太大希望 ： “治好就好了 ， 治不好就
进火葬场了。” 但卫芳征并不放弃， 为病人精心治疗， 一个
月后病人康复出院了。 病人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 家人
非常感激。

一位 30 来岁的刘姓小伙子因严重的肺结核进入了卫芳
征的科室。 小伙子自小失去父母， 又无兄弟姐妹， 只有一个
舅舅和小姨不定期地来医院看望。 一个月的治疗时间内， 卫
芳征为病人最大限度地精心治疗， 还帮他买饭喂饭， 甚至为
他端屎端尿。 病人感动地说： “他就像亲生父母一样温暖。”

一位重症老年患者在重症室里治疗一个星期不幸去世，
卫芳征帮助患者的儿子为老人穿上衣服 ， 送到楼下面包车
里， 目送他们远去。 但老人的儿子竟然去而复返， 跪到卫芳
征的面前瞌头谢恩， 他说 ： “就是自己家里人也只能这样
了， 卫主任对我们太好了！”

“时尚医生” ———卫芳征
卫芳征在治病救人过程中， 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 他不

断钻研最新技术成果， 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各类医学杂志上的
学术文章达数十篇， 比如 《血糖变异度与 ＩＣＵ 重症结核患者
不良预后的相关性》 《中西医结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 50 例临
床分析》 《外周血 Ｔ 细胞亚群和红细胞免疫功能与重症肺结
核患者不良预后的相关性》 等。 在写作过程中， 他不仅提炼
总结自己的高精技术经验， 而且把自己的业务经验推广给更
多的同行， 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作为从中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近年来， 卫芳征又把自己
的临床与中医知识结合起来， 让古老的中医技术发挥到更加
广阔的医疗领域。 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 不断学习传统中
医， 把针灸等技术应用到临床， 这也是他的一个创新。

“时尚医生” 卫芳征还与时俱进， 利用互联网开展问诊
活动。 他有自己的 “杏仁号 51708750”， 在最大的网络问诊
平台 “好医生” 拥有大量的粉丝， 在 “今日头条” “高德地
图” 等媒介上搜一下 “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也会迅速显示
出他的信息， 患者可以随时留下问诊信息， 他在休息时间会
一一认真作答， 他的回复率、 满意率均是 100%。

“战时医生” ———卫芳征
让卫芳征记忆犹新的是 2013 年 4 月 10 日， 河南省首例

人感染 Ｈ7Ｎ9流感患者张某入住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某是周口市川汇区一名农民， 平时与家禽多有接触。

当年 4 月 8 日， 张某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 咳嗽、 咳痰， 入
院时其体温达到 39℃并伴有咳嗽、 咳痰、 肌肉酸疼等症状。

当发现其 H7N9 禽流感病毒核酸呈阳性

后， 其标本于 4 月 12 日被送到中国疾
控中心检测。 4 月 14 日， 中国疾控中心
复核确定张某为 H7N9禽流感感染者。

当时， 这种疾病对于国人来说是完
全陌生的、 恐慌的。 省、 市领导对此病
例高度重视， 及时建立应急机制、 成立
救治专家团队、 设立专门救治病房， 而
卫芳征就是接到这个救治任务的直接责

任医生和科室主任。
从 4 月 10 日到 23 日， 14 个日日夜

夜， 卫芳征等 45 名医护人员不分昼夜、
加班加点、 忘我工作、 精心救治、 细心
护理， 使病人的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向
发展。

经过近半个月的精心治疗， 经省级
专家会诊后， 张某已符合国家卫生计生
委制定的出院标准。 4 月 23 日下午 4 时
40 分， 河南省周口市人感染 H7N9 患者

张某在医务人员陪同下， 戴着口罩满面
笑容走出了重症监护病房。

看到患者张某康复出院与家人相拥而

泣时， 卫芳征也喜极而涕， 多少个不眠之
夜的付出总算值得， 又从 “死神” 手里抢
回了一条生命， 他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紧绷
的那根弦， 安心地睡一个好觉了。

2017 年 3 月 ， 人感染 H7N9 的 “战
火” 再度点燃， 而且更加猛烈。

3 月 4 日晚上 8 时许， 周口市中医
院报告一例 H7N9疑似病人。 3 月 5 日下
午 2 时 40 分， 经省疾控中心检测确认，
此病人为 H7N9流感患者。 病人于下午 4
时 30 分转院至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 。
下午 5 时 ， 副市长张广东召开协调会
议， 卫生、 公安、 畜牧等部门负责人参
加， 医疗专家也出席会议。 专家组认为
此病人救治成功率较低， 只有 20%， 这
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

任务自然又落到了卫芳征等人的头

上， 他们是院长王云超亲自挑选的精兵
良将。 救治队伍以市第五人民医院 ICU
人员为核心力量， 检验科、 CT 室、 后
勤等科室全力配合。 周口市第五人民医
院的医护人员分为三组轮流值班， 每组
工作 8 小时， 副院长侯保民、 科室主任
卫芳征更是 24 小时在岗……

卫芳征等医护人员几十双眼睛都在

密切地注视着病人， 病情的稍许变化都
牵动着大家的心。 他们值班期间都要从
头到脚 “全副武装” 地穿戴防护服， 一
整套服装穿 （或脱） 下来大约 20 分钟，
为了不影响工作， 他们都不敢多喝水吃
饭以免去厕所影响工作 。 他们不怕脏
累， 不顾及自身安全， 全身心地扑到了
H7N9流感病人的救治上。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 病人的
病情终于在 10 日开始好转 ， 各项生理
指标慢慢接近正常……就在大家以为病
人即将痊愈可以出院时， 意外发生了。
18日， 病人出现肺部继发感染， 再一轮
的紧张救治又展开了！ 3 月 23 日， 病人
体温还未恢复正常， 又增贫血现象， 医
院救治再度紧张起来。 医护人员的心再
度高悬， 因为他们知道这对病人和医生
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病人病情渐渐好转， 但医护人员
的心却一直揪着……终于， 病人病情稳定， 连续多次核酸检
测为阴性， 一切指标符合出院标准。 4 月 5 日， 病人在医院
历经一个月的救治后终于可以出院了！

同年 6月， 第三例人感染 H7N9患者再次出现在周口。
6月 23日， 郸城一例人感染 H7N9患者王某某从周口市第

五人民医院痊愈出院， 这是我市第三次成功救治的 H7N9 患

者。 如此高的救治成功率不仅在全省领先， 在全国也是少有。
这个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的高度重

视， 也与卫芳征的大量付出密不可分。 不知道类似的病例还
会不会发生，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卫芳征和他的同事们会一直
“战斗” 在紧急突发传染性疾病的第一线， 守候每一个需要
他们救治的病人。

卫芳征这样告诉他们的科室人员 ： 有人叫我们白衣天
使， 因为我们的双手一次次将垂死的生命挽留， 而我们却称
呼自己为白衣战士， 因为我们时刻准备着为突发的意外而战
斗。 医护人员就要不辞辛苦， 不嫌麻烦， 我们经常工作到半
夜， 有的医生累到腿疼得站不起来， 但是， 我们依然无怨无
悔， 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无论是非典还是禽流感， 无论是
超级病毒还是难以攻克的疑难 ， 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峻的考
验， 像是死神的挑衅般对我们挥手， 但我们毫无畏惧， 穿起
白衣我们就冲在战斗的最前头， 不管危险重重还是艰难险阻。

“良心医生” ———卫芳征
一个个危重病人或开开心心地出院回家， 或不幸离世，

卫芳征经常面对着这样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场面， 感同身受，
欢喜着他们的欢喜， 伤感着他们的伤感。

因为太投入， 卫芳征经常以院为家， 与病人朝夕相处，

不放过每一位病人的细微变化。 常年的加班加点、 不规律作
息和精神压力， 让他三十多岁就患上了高血压。

记者问卫芳征医生： “作为科室主任， 可以不这么操劳
吧？ 因为每一个病人都有自己具体的管床医生和护士呀 。”
卫芳征回答： “这就看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和良心了！”

他比喻说， 农民种地， 同样一亩地， 有人粗放种植收成
几百斤粮食， 有人精耕细作收成一千斤粮食， 有人再加上科
学种植就会收成更多。 治疗也是一样， 按照常规走程序治疗
是一个效果， 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精心医治每一个病人， 是
另外一个治疗效果。 他想尽全力治愈他的每一个病人。

卫芳征对待病人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 都是拿出百分
之百的负责和努力。 他说，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医生， 从小看
到父亲看病受到大家的尊重， 他就暗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也
做一名好医生， 为大家解除病痛。

“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就选择了神圣， 选择了伟大， 选
择了高尚。 在与死神短兵相接的搏杀中， 看到患者对生存渴
望的眼神， 听到患者家属祈求的语言， 你是否感受到责任的
重大？” 卫芳征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记者问 ： “你经常加班加点地工作 ， 家人是不是理解
支持你呢 ？ ” 他笑着说 ： “理解呀 ， 因为我爱人也是医
生 。 不仅如此 ， 我女儿也医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省人民医
院的一名医生了 ， 儿子正在大学读医学专业 。” 他自豪地
拿出一张照片 ， 那是他和父亲 、 妻子 、 女儿一家三世为
医的合影照 。

当一名好医生 ， 需要很高的素质 ， 除了精湛的医术
外 ， 还需要良好的沟通 、 组织 、 协调甚至管理能力 ， 但
最最重要的是热爱医学 、 奉献病人的一颗初心 。 看得出 ，
卫芳征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的职业 ， 正如他自己所说 ：
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热爱达到了至高境界———献了青春

献儿孙 ！

医者仁心
———记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卫芳征

□ 记者 刘艳霞 通讯员 黄征 文/图

������有这样一名医生，他不计个人安危冲锋在传染病重病救治的一线，天天与死神短兵相接，挽救了
许多重症患者，还成功医治了三名 Ｈ7Ｎ9流感(旧称禽流感)患者，救治成功率全国领先。

他医德高尚，视病人为亲人，许多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把他当作了自家人、知心人，有一位患者的家
属感动地下跪谢恩……

卫芳征主任救治成功的外地患者出院。

我市 H7N9流感重症患者经卫芳征主任团队抢救痊愈。

����卫芳征主任几代耕耘医坛，父亲（中）是老中医，妻子（右一）也是医生，女儿（后
排中）是医学博士。

我市首例 H7N9流感患者痊愈出院。

卫芳征主任认真为患者检查。

卫芳征主任参与公共卫生活动，宣传防病治病知识。

卫芳征主任下乡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