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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中国医疗队

驻地前不远处曾有

一处埃博拉救助

站，每天都能目睹

数名患者被送进

去，又有尸体被裹

起来抬出的情景。”

10 月 28 日，记者

联系到中国驻利比

里亚医疗队的李大

夫，通过她的讲述，

揭秘中国医生在埃

博拉疫区的工作与

生活现状。

埃博拉感染病

例在全球已突破1

万例，西非三国几

内亚、利比里亚、塞

拉利昂仍是疫情重

灾区。利比里亚总

统瑟利夫日前表

示，埃博拉已使利

比里亚停止正常运

转。

目前已有两千

多名利比里亚人在

此次疫情中死亡。

在这里，中国驻利

比里亚医疗队一直

坚守在当地医院。

瞒着家人坚守瞒着家人坚守
顶着高温抗顶着高温抗““埃埃””
我驻非医疗队近距离目睹生死交接我驻非医疗队近距离目睹生死交接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当地唯一的一支中国
医疗队的7名医护人员坚守在“JFK医院”。据内科的
李大夫介绍，这家医院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内科床
位有大约 40张，骨外科床位有 20多张，妇产科也有
30多张床位，整个医院大概有200间左右的病房。

医疗队的驻地与医院有步行7分钟的距离。李大
夫说，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她和同事需要在这
家医院上班，但是用餐都返回驻地。

此前，这家普通医院一直很平静。直到两个月
前，两名非洲医生在这里上班时出现发烧症状，被证
实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来不幸身亡。人们至今没有
弄清楚，为何在这家没有埃博拉患者的医院出现了这
两起病例，这使得当地的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

李大夫说，她在这儿的内科坐诊，经常接触有发
烧症状的患者，自己也在紧张中过着每一天。

疫区▶▶ 两非洲同事感染 打破医院平静

说起一天的工作，第一项穿防护服就不轻松。据
李大夫介绍，医疗队队员穿的防护服是从中国运抵利
比里亚的。整套防护服包括一身衣服、帽子、防护口
罩、眼镜、手套、袜子和鞋套。

中国医生们每次上岗前都被要求穿上防护服，防
护服的袖口和裤腿都是紧袖紧腿的，可谓严丝合缝。
戴手套也是有讲究的，必须罩住衣服袖口处，保证不留
一点儿缝隙。

李大夫说：“因为防护服都是一次性的，每天用
完就需要更换，所以用量特别大。尤其是手套，看完
一个病人就要摘下来换新的，防止交叉感染。毕竟这
个病人可能就是埃博拉患者，我们不能将可能性传播
下去。衣服也是，一般一天一套，但是如果接触了疑

似病例，一天得换三四套。”
李大夫说，利比里亚正处在旱季，不常下雨，每

天的气温徘徊在 34℃左右，加上防护服一点都不透
气，每天工作时总是一身的汗，身上都捂出了痱子，
又红又痒。

然而，对于当地的医护人员来说，这却是近乎奢侈
的待遇。因为在西非，即使疫情已经如此严重，但是医
疗条件有限，很多当地的医生仍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从国内送来的防护服够我们再用两三个月的，同
在一家医院，看着那些非洲同事衣着单薄，几近毫无防
备，实在是看不下去，也担心一旦他们感染病毒会进而
感染到更多的人，所以有时也把部分防护服送给他们
穿。”李大夫说。

医院▶▶ 接触疑似病例 防护服一天得换三四套

早在埃博拉确诊病例只有一千多例时，记者就曾
致电在西非国家的中国医疗队队员，当时他们介绍，当
地不少地方因为发展水平和百姓的医疗意识不强，竟
然曾出现家属不愿接受家里人确诊后住院的情况，他
们跑去医院“偷走”病人，结果导致更多人感染，最后死
去。

而今，据李大夫介绍，随着感染人数的大幅上升，
当地人对埃博拉的恐慌也加重了。当然，还是有很多
患者很害怕，不愿就医，但是相比从前，在众多媒体的
宣传下，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好转。不少非洲人见到
了大夫只是远远地打招呼，而不再是走过去握手了。

用李大夫的话说，他们深深明白，现在事实摆在眼
前，“再不注意就没命了”，因此勤洗手等细节成了必须
要做的日常工作。而中国大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也会给他们些口罩和手套，他们见了医疗队的队员，就
会远远地笑笑。

在这样的环境里，监测和防控都日益严格起来。
所有的公共场所都配备了洗手液、消毒水、消毒药片
等，比如在超市、医院，这些都是“标配”。还有不少公
共场所需要给到访的人测体温，医疗队开会的时候也
是要经历这些程序的。对于疫情的敏感和担忧已经遍
布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街头▶▶ 当地人防范意识增强 见了医生不再握手

李大夫来自黑龙江，说话带
着浓浓的乡音，从中国的最北端
远赴西非，一待就是两年，“本
来是有探亲假的，不曾想赶上了
埃博拉疫情，也就不回去了，要
不家人一定不答应自己再出国，
还是以工作为重吧。”李大夫已
经在利比里亚待了一年了，明年
10月份回国。“很想家，要是没
有 埃 博 拉 的 话 ， 一 定 回 去 一
趟。”这句话，她重复了两次。

当记者问起家里，她说早前
每周打一次电话，可是现在成了
一周两次，“电视、报纸上到处
都是埃博拉的报道，家人知道疫
情日益严重，老人、爱人和孩子
都很担心。家里老人年纪大了，
还有高血压，电话里只能说没事
儿。”电话那头的李大夫叹了口
气，说“全瞒着”。也正因如
此，李大夫叮嘱记者不要在报道
中写她的全名，担心被家里老人
看见，更加担心。

利比里亚跟国内的通话质量
并不好，记者与李大夫的通话也
是时断时续。“这里本来安装了
路由器，二楼和四楼的效果还不
是很好，偶尔上上网也上不去，
QQ也总掉线。”她说。

“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试
着不为明天而烦恼，不为昨天而
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这是
采访结束后，记者加了李大夫的
QQ时看到的她的签名。她的网
名是四个字，是对其所从事职业
最好的诠释——“妙手回春”。

采访中“很想家”
她说了两遍

当记者问李大夫在利比里亚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
什么时，她向记者讲述起了此前目睹的驻地外一处埃
博拉救助站的情形。

她说：“之前和我们驻地也就有30多米的距离吧，
有个埃博拉救助站。每天都有车送来埃博拉患者，里
面的护士给他们提供食物。每天最少也得送来五六名

感染者，这个病致死率又那么高，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人
们抬着装有尸体的袋子，放到另一辆车上运走。”

“运尸体的汽车似乎在尽力地悄悄离去。可能是
因为在市中心，不想引发人们更多的恐慌。”李大夫说，
那段时间她常常目睹着这些近乎无声的生死瞬间，“现
在这个救助站已经关了，搬到其他的地方了。”

驻地▶▶ 埃博拉救助站 每天目睹生死交接

中国医护人员和非洲同事
一起穿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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