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0日晚間，接
到已經被列入第二

批醫療隊，隨時待命奔赴武漢一
線的通知時，鍾小鑫並不意外，因為她
所在的醫院是北京市最早支援武漢疫區的醫院，
大年初一那天，醫院第一梯隊已經出發，現在仍在武
漢對抗疫情。「春節前我就主動報名參加武漢救援
醫療隊了，當時是瞞着爸媽報名的，想着出發前
先回去陪他們過個春節，21日晚上到家，23日就
收到通知，被列入第二批醫療隊，隨時可能出
發，當天決定改簽提前回京。心理上是有充分準
備的，所以現在到了要出發的時候，並不覺得突
然，反而很坦然了。」

父母得知後寢食難安
接到通知後，鍾小鑫開始着手準備行李，與普通人不同的是，她要做的

是剪剪剪。「先得把衣服上的帽子和帶子都剪掉，到武漢工作一定會更緊
張，這些都會礙事，要剪掉。因為是緊急通知，我很多同事都把自己適合
在一線穿的衣服剪掉帽子送給我。然後就是要剪指甲，指甲要剪短到不能
再剪，這個平時工作也是有要求的，但我還是要再剪到最短，保證到了一
線不用再剪的那種。還有就是剪頭髮，長頭髮太麻煩。」
說到要剪頭髮，這個還沒有談過戀愛的女孩略帶點遺憾：「還說等自己

長髮及腰的時候，能遇到那個肯娶我的少年呢，這還沒有到肩呢，就要剪
啦。剪就剪吧，剪短了更適合上一線。」
「其實最難剪、最捨不得和放不下的還是我家中父母。他們年紀大了，

媽媽身體不好。報名的時候是瞞着她們的，在家裡接到通知要提前返京，
才告訴他們。爸媽為了這個事，好幾天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我到北京後，
他們天天都會打電話，其實我知道他們最關心最想問的還是我有沒有接到
出發的通知。」說完這句話，這個年輕的女護士沉默了。

盼竭盡所能幫助患者
「誰都是父母的心頭肉，但是現在國家有難，需要我們。我只能捨小家

為大家了。我並不是有多崇高的思想，只是既然選擇了護士這個職業，我
就要對得起這份職業，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醫護人員的那份責任
感。衝往前線的集結號已經吹響了，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跟父母張嘴，不想
讓他們多一分一秒鐘的擔心，那就等到啟程的那一刻吧。」1月30日晚接
到通知後，鍾小鑫在自己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她表示，「老實說，接到通知的時候我也很害怕，整個下午手都是冰冷

的。但是現在，馬上就要出發了，再難剪的再不捨的，我都要暫時放下。
現在我就想着趕緊到前線去，竭盡自己所能，去幫助那些正在被疫情折磨
的同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一個即將奔赴武漢支援一線的女護士需要

剪掉多少東西？已經接到隨時準備出發

的通知、正在進行緊急集訓的年輕女護

士鍾小鑫（化名）表示，她需要剪掉衣

服上的如帽子、帶子這些所有礙事的

東西，以及剪頭髮、剪指甲。最後

還有一樣最難剪的，就是對家

中父母的牽掛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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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包機運送 助醫護援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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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查、確診和動態監測病

毒是新冠病毒疫情防治工作
中，尤為關鍵的一環。在深
圳市第三人民醫院的BSL-3
實驗室（P3實驗室）裡，日

夜燈火通明，醫研人員24小時無休。疫情
防治時間緊、任務重，這裡的工作人員每
天要身穿 3、4 斤的防護服，指紋打卡進
入，不僅考驗體力，更考驗心理承受能
力。有年輕的研究人員放棄了返鄉，取消
了籌備了近半年的婚禮。

據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BSL-3實驗室副
主任張明霞介紹，目前生物安全實驗室根
據設備和技術條件，分為4級，一般稱為
P1、P2、P3、P4實驗室，1級最低，4級最
高。P3 實驗室也就是三級安全防護實驗
室，專門用於從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
檢測和研究工作，例如SARS、伊波拉及此
次爆發的新型肺炎等。

需穿四斤裝備 淋浴方可離開
「新冠病毒的檢測和篩查主要是在P2實

驗室裡進行；P3實驗室則主要承擔確診病
人病毒載量動態觀察的任務，臨床醫生根
據病人每天病毒載量的變化，判斷治療效
果和病情的轉歸，為臨床的精準治療提供

依據。假如有下降，說明我們目前的治療
是有效的。」張明霞稱。

疫情期間，樣本量激增，研究員們的工作
負荷不斷增強。「P3實驗室完全密封，室
內處於負壓狀態，環境氣壓負75帕，內設
多道關卡，進出的人都得全副武裝。目前，
進入該實驗室需要通過2道指紋門禁識別，
穿戴3層防護服、2層手套、1層口罩以及正
壓呼吸面罩，整套裝備大概3至4斤重。實
驗人員工作結束後，需淋浴後才能出來。」
張明霞透露，P3實驗室實驗人員需要通過
體檢、注射疫苗、相關技術培訓和理論知識
考試合格，一般身體素質好、心理承受能力
強的人員才能獲得上崗證。

同事團結互助 幫忙留好飯菜
「在這次戰役中，大家都經受住了考

驗。尤其是我們『90 後』的年輕研究員
們，他們讓我非常感動。疫情嚴重後，單
位提出取消休假留深的倡議，首先退票
的，就是『90後』的工作人員們。他們在
重大疫情面前，真的是很有擔當的一批
人。」張明霞說。

實習研究員楊孝祥就是其中一個。「非
常時期，我還是決定留下來。在接到通知
的當天我就退票了。本來春節回去，家裡

安排了相親，多番溝通後父母才同意我留
在醫院，還叮囑我保護好自身安全。」

跟直面病毒比起來，讓楊孝祥感受最真
切的是實驗室工作環境帶來的疲累。「我
們每次進出實驗室都是一道複雜的工序，
耗時近一小時。脫完防護服，洗完澡再出
實驗室。」這時，楊孝祥常常疲累得幾乎
沒有一點兒食慾，隨便喝兩口粥對付過
去。「同事們都互幫互助，有時在實驗室
實在太累了，就會有同事主動跟我說，來
幫我接手。」讓楊孝祥感到溫暖的是，無
論多晚走出實驗室，同事都為他留好了飯
菜。

妻子理解選擇 叮囑多加防護
楊揚是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BSL-3實驗

室助理研究員，在經過多天猶豫考慮，大
年初一他還是撥通了家人電話，決定取消
大年初三的婚禮酒席。「本來想年初二晚
上回去，年初三辦完再回深圳，但是疫情
發展太迅速。」這場半年前籌備好的婚禮
酒席，就這樣推遲了。

楊揚說，自己與妻子是研究生同學，從
2009年就在一起。因為兩人都是醫務工作
者，所以妻子也理解自己的選擇。這些天
工作以來，妻子一直十分關心他的健康，

經常叮囑他好好照顧身體，進出實驗室多
加防護。

「其實面對病毒，我們也會擔心，但大
家都盡量克服這種情緒，操作過程中，嚴
格按照所學知識進行操作。畢竟我們早一
分鐘出結果，一線醫護人員就少一分風
險，患者也少一分等待，也能減少傳染病
在人群中流行的風險。」楊揚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爆發後，快速將醫護人員
和物資運往武漢成為重要工作。香港文匯報
從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航
集團」）獲悉，截至1月30日，中航集團共
向武漢派出包機13架，運送醫護人員1,179
人，醫療物資近80噸，有力支援武漢抗擊疫
情。
包機運送任務始於1月25日大年初一。當天

上午，中航集團旗下國航西南分公司接到運輸
醫療隊前往武漢的航班任務：當天要把四川首
批醫療隊的138名醫護人員和500餘件醫療用
品送往武漢。西南分公司立刻展開任務佈置，
飛行部為包機配備雙機長，客艙部選派經驗豐
富的乘務長及空勤幹部帶組執飛。與此同時，
地服、站坪、簽派、運控、貨運派專人對接，
確保人員迅速登機，行李、物資準確裝機。

「醫護才是真正英雄」
當天下午17時22分，中航集團承運的第一

架包機CA041航班從成都雙流機場起飛前往
武漢，於18時45分降落武漢機場，首架包機
任務順利完成。「任務執行得十分順暢！頻率
裡聽到我們的呼號後，都會有其他飛機跟我們
說『辛苦啦』『加油』這樣鼓勵的話，讓我
們感到十分振奮。面對疫情，大家是眾志成
城、團結一心的！」一位參與救援包機的機
組人員表示。
對於機組人員來說，醫護人員才是真正的英

雄：「我們只是飛了個航班，最敬佩的是這些
逆行而上的醫護人員們，不顧危險向前衝，投
入一場不知歸期的戰鬥，他們才是真正的英
雄。」看着醫療隊員們下飛機奔赴一線抗擊疫
情，那一刻機組人員止不住熱淚盈眶。
截至1月30日，中航共向武漢派出包機13

架，運送醫護人員1,179人，醫療物資近80
噸。「時間就是生命，我們能早一分鐘把醫務
人員和救援物資送到前線，就會有更多的病人
得到救治。」曾執行包機運送任務的機長顧振
宇說。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BSL-3實驗室研究
員在工作。 受訪者供圖

■■赴武漢的醫療隊在登機前合影。 受訪者供圖

■■ 進入進入BSL-BSL-33實驗室前實驗室前，，研究研究
員們都要全副武裝員們都要全副武裝。。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鍾小鑫將衣服上的帽子剪掉
鍾小鑫將衣服上的帽子剪掉。。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鍾小鑫鍾小鑫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