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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守護生命是醫者責任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在港大深圳醫

院，有這樣一批香港醫生，他們選擇了

「逆行」北上，全情投入內地的抗疫工

作。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呼吸內科主管、

許建名顧問醫生表示，疫情當前，守

護生命是醫者責任，無論何時何地

何種情況，醫生的專業和信念最

重要。截至目前，已有18名香

港醫護人員臨時「移居」深

圳，參與抗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今年的除夕之夜，許建名在家人的陪伴
下吃了個團圓的年夜飯。大年初一一

早，他便奔赴深圳，開始了長達20多天的臨
床一線抗疫工作。作為醫院呼吸內科主管，
許建名除了負責呼吸內科普通病區，還管理
着3個新冠肺炎觀察病區。這裡有49間隔離
病房，陸續接收着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以
往我是每日兩地往返，現在是疫情非常時
期，長期留在深圳才能更好地現場及時處理

工作中面對的困難和問題。」許建名說。

每天從早晨忙至深夜
抗疫期間，每天上午8時15分，許建名
就和其他管理人員準時參加抗疫工作會，
討論最新的防控措施和救治情況，然後查
房，從住滿患者的呼吸內科普通病房到3
個觀察病區，與同事們討論救治方案，與
不同科室協作；下午，再進行醫院物資的
籌備和人力資源的統籌，根據疫情的變化
來提前預判和規劃；晚上 8時多回到宿
舍，經常還會就當日的工作與香港的同事

進行商討，一直忙到深夜。
最讓許建名感動的是，大家都非常團結，

從急診科、發熱門診、院感組、護理部、呼
吸內科到ICU等部門，深港兩地的同事們緊
密配合，一起合作去幫助患者，盧寵茂院長
負責統籌，袁國勇院士隨時為醫院提供指
導。即使只有14位呼吸內科醫生，但因有醫
院多學科的全力支持配合，整體臨床的救治
顯得井然有序。

「救死扶傷不因地域有異」
「一生很長，抗擊疫情的這幾個月算得上

什麼？」許建名說，目前最重要的是同心協
力，其他科的醫生和護士都在幫忙減少前線
的壓力；觀察病區的假期值班名額，也很快
就報名滿員；就連負責病區清潔衛生的阿
嬸，每天都會把她所到之處擦得乾乾淨
淨。「20多年來，無論是之前在英國
倫敦當醫生、還是現在在香港和深
圳當醫生，對我來說，做醫生，
最重要是問心無愧，救死扶傷是
我們的專業，不會因地域而有
異。」
從年初一至今，許建名一直
在深圳與醫療團隊並肩作
戰。回憶起最初決定留守深
圳一線，許建名直言，這是
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我
團隊的同事們在前線，我就一
定要在這邊支持。每個人都有
家人，而在面對工作和困難的
時候，就要放開其他東西，去
考慮需要承擔什麼責任，這是要
放到第一位的。」

疫情期間，港大深圳醫院的各項工作還
需正常進行。在腎內科，血液透析治療依然
正常開展，進行血透的病人並沒有減少。據
助理院長、大內科部門主管白明珠教授介
紹，僅年初十當天，血透病人就超過110
名，其中包括前來深圳探親、旅遊的患者。
為保證血透病人常規的一周三次透析治

療，儘管疫情當前但仍不能將病人拒之門
外。對此，白明珠和團隊在血透中心及內科
病房實行了嚴格的院感控制（指對醫院感染
實行有效的預防與控制），充分保護病人和
同事的安全。特別時期同事們的付出得到了
患者的支持，一名腎移植康復者主動聯繫血
透中心，向醫院捐贈了醫療物資，同時發動
更多愛心人士為醫院捐贈。
作為知名的兒童骨科專家，杜啟峻始終

惦記着他的「瓷娃娃」們（成骨不全患者的
俗稱）。過去幾年中，杜啟峻和團隊已經為

來自五湖四海的500多個成骨不全患者進行
了手術。為避免來深旅途中的交叉感染，春
節期間他主動與「瓷娃娃」家庭溝通，請求
大家暫緩來深，推遲手術，還親自製作小視
頻，在微信上與「瓷娃娃」家庭分享如何保
持手衛生。

停休回深圳 被隔離也情願
同樣為了患者趕回一線的，還有內科顧

問醫生朱知梅教授，他提早結束休假，從英
國舒適的家中返回這個被疫情籠罩的城市。
疫情初期，儘管身在英國，朱知梅每周一都
頂住八小時時差的考驗，與血液科、兒科醫
生進行視頻會議，討論兒童骨髓移植病例。
他意識到患者移植會因疫情導致捐血減少而
延遲，於是決定親自向患者解釋，並尋求眼
前處理病情的最佳方案。
朱知梅在英休假期間時刻關注疫情新

聞，他盛讚中國政府對此次疫情的處理，包
括隔離措施，果斷、及時、專業、透明。他
說：「如果我日後返回英國被隔離，我也心
甘情願。」

「我要『移居』深圳
了 ， 有 聚 會 暫 時 不 用 找
我。」10日早上7時，港大深
圳醫院院長、肝膽外科專家盧寵
茂教授帶着行李從香港自駕到深
圳，正式成為一名白天和晚上都在
醫院的「住院」醫生。「辦公室現
在就是我家。」離開香港前，他向
友人發出短訊，通知大家他離開香
港，到深圳應付新冠肺炎疫情，並
形容這是自己的責任和榮譽。

危急時應跨地域攜手共濟
「我的家人非常支持，他們也知

道我會做這樣的決定。」盧寵茂直
言，目前，最讓自己放心不下的，
就是他本身是香港瑪麗醫院肝臟移
植中心總監，一旦醫院有患者需要
進行手術，就無法前去幫忙，因為
即使回港後，亦要接受14天家居隔
離。

「現在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刻，
留在港大深圳醫院支持深港合作是
自己的責任，希望疫情早日結
束。」盧寵茂表示，疫情當前，迎
戰病毒是所有醫護人員共同的專業
職責，不分地域，無分彼此。「危

機時刻，各
界 必 須 團 結 齊
心，跨越地域，攜手共
濟。」

8日零時起，所有由內地入境香
港人士或14日內到訪過內地的人士
入境香港後，需接受強制檢疫 14
日。原本每日往返於港大深圳醫院
和香港大學、香港瑪麗醫院的香港
醫生們，陸陸續續有17人返港收拾
了行李，打算在疫情結束前都留在
深圳。

叮囑兒女照顧自己及家人
ICU重症科顧問醫生唐澤君就是

其中一位，為減輕ICU其他專家組
醫生輪班的壓力，保持前線同事體
力，在香港「控關」前，就將自己

的必需
物 品 從
香港搬到深圳，計劃
長期在醫院留宿。

唐澤君坦言，就讀大學的兒子
並不支持她留在深圳。為此，她花
了很多功夫與兒子溝通，終於獲得
理解。她也囑咐兒女在她離家期間
相互照顧及照顧好父親。雖然前線
醫護人員戰「疫」期間難免有壓
力，但大家齊心願意付出，難能可
貴。唐澤君說：「疫情一日不退，
我更需緊守崗位，與同事並肩作
戰！」

除了同事之間的互相支持，他們還有
香港大學的團隊在後方支援，大家通過
網絡互相協作，相互提供良好的支持。
他直言，在新冠肺炎疫情上，香港和深
圳密切相關，兩邊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
一致的。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初，在中國工程

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港大深圳醫院臨床微生物及感染控
制科主管、新冠肺炎國家衛健委高級別
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教授的帶領下，香港

大學和港大深圳醫院的研究團隊就根據
在港大深圳醫院的「肺炎家庭」，發現
了新冠病毒存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該
研究成果發表在了國際權威醫學期刊
《柳葉刀》上。「這是抗疫工作至今以
來，最令我感動和自豪的事。」參與了
該項研究的許建名說道。
「這個發現在當時來說非常重要，因

為臨床一線和政府的防控都是需要很明
確及清晰的指引。所以從收治這家人到
轉診至深圳市三院前，有7天至10天的

時間，港大深圳醫院的團隊緊急進行研
究，爭取通過醫學證據來證明。」許建
名回憶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天一
直在和香港同事溝通，包括感染、微生
物等不同部門，研究如何去處理。「當
晚的電話是直接用到沒電。」
許建名表示，香港團隊的關鍵不是人

數多少，而是能做多少工作上的貢獻和
幫助。「港大的優勢是有袁國勇教授，
同時我們的工作比較仔細，在分析過程
中會留意到病毒的分類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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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院18人臨時「移居」深圳 兩地多部門合作抗疫

嚴行院感控制 保證其他治療

港大後方支援 電話講到沒電

▶杜啟峻在處理工
作。 受訪者供圖

▲朱知梅向患者解釋受疫情影響移
植推遲事宜獲理解。 受訪者供圖

■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受訪者供圖■許建名（左）為醫生抽血留樣做健
康檢查。 受訪者供圖

■許建名（右）與同事討論患者

病例。 受訪者供圖

▶港大深圳醫院
的呼吸內科醫生
查房時與病人交
流。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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