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4月7日 星期三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陈 静
校对 广 莉 版式 唐 唐

“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来
自广西的王家岭煤矿伤员农荣武轻声说，30岁
的他经过 9天 8夜和死神搏斗，如今体力虚弱，

“喉咙疼，感觉扁桃体和嗓子发炎了。”救护车上，
他对守护在旁边的医务人员说。

5日21时，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接到山西
省卫生厅指示，迅速成立了由院长、书记任组长，
其他院领导担任组员的“医疗救护领导组”。当
晚，医院召集综合科、骨科、呼吸科、精神卫生科、
职能处室等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在 15个
小时内精心做好收治获救伤员的准备，尽全力救
治工人兄弟。

医院在短时间内组织医护人员腾出20张床
位，调集监护仪，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和病员服，确
定救治方案，为医院收治的 20名伤员确定了专
人医护，并召集了60名青年志愿者，全力运送伤
员。除准备正常用药外，医院还准备了营养液、
白蛋白等特殊药品，预防饥饿综合征。

中午时分，正是下班的交通高峰期，如何既
保证把获救工人快速、平安地送到各大医院，又
不给市民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5日19时，太原
市交警支队连夜做出了交通疏导预案，决定由警
车开道，为获救工人专门开通特勤通道。

一路绿灯。11时 50分许，获救工人陆续顺
利到达各自指定的医院；12时20分左右，所有工
人全部被送到医院病房。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党委书记李汝德说，
6日早上，运送伤员的专列出发后，医院的医务
处长一直护送着伤员，她在火车上就电话联系了
医院的专家，并把将要收治的 20名伤员的基本
病情与后方专家做了沟通。医院迅速确定了初
步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病情对医生提前进行了分
工，确保每名患者“一医三护”。

经初查，山大二院收治的 20名伤员中，有 5
人病情重一些，其他 1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
专家正在进行交接，专家组开会碰头后，将进一
步细化治疗方案，总体治疗方案很快就能确定。

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医院腾出条件最好的病
房来接待这些工友。副院长武晋说：“这些工人
由于在井下呆了9天8夜，体能消耗很大，水电解
质会发生一定的紊乱，通过医疗救治能够纠正。
因为在水里浸泡时间太长，有的人皮肤会有些问
题，医院将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治疗。”

在这里，每一个病人都有一个专门对应的治
疗小组，主管医生上面还有专家。病人的治疗方
案都要经过专家组的同意才能实施。为了方便
病人检查身体，医院把超声仪、便携式X光机等
设备都搬放到病人的床头。此外，每位病人还配
有一台监护仪。

“请所有的人们放心，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
力让工人兄弟们快快康复。”李汝德的话说出了
许许多多人的心声。

6日下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派出 3名医疗
专家随卫生部专家团赶赴山西，目前已经参与到
王家岭煤矿事故的救治工作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相关负责人说，医院派去
的是感染疾病科、感染管理科和肾内科的3名专
家。由于矿工们在井下的时间很长，因此可能会
有腹泻等疾病，同时长时间忍饥挨饿可能造成肾

脏损坏。因此，3名专家主要针对矿难后的卫生
防疫消毒、肠道疾病和肾脏功能损伤参与救治。

此外，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到，北京市
已经将150箱药品运往山西。据悉，此次调集的
药品都是常规输液药品，包括1000袋5%的葡萄
糖、1000 袋糖盐注射液以及 1000 袋 0.9%的盐
水，这些都是在救护病人时大量需要的药品。

铁道部派出专列，每名患者“一医三护”
警车开道，为伤员开通特勤通道60名伤情较重的获救工人转诊太原

“长这么大，没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

国家卫生部6日提供的信息称，该部副部长尹力率北
京协和医院临床专家等5人已抵达太原，指导和支持做好
伤员的转送和接收工作。截至昨日14时，安全升井的115
名工人分别在太原市和河津市有关医院救治，病情基本
平稳。卫生部门正在进一步密切观察，加强救治。

卫生部透露，4月5日晚至6日凌晨，卫生、铁道、公安
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部门密切协调、有效配合、切实做好
转送河津市 60名伤员的准备工作。昨日 5时开始，河津
市人民医院、河津市中心医院和山西铝业集团医院将收
治的60名较重伤员用救护车先后有序地运送到河津火车

站，用担架搬运上列车，并妥善安置。
为指导当地医护人员实施救治，卫生部协调北京协

和医院、全国矿山救护中心和平顶山市急救中心，组建了
由急救、重症救治、营养治疗、消化科、皮肤科、外科等方
面11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赶赴山西。

“来了，来了！”6日11
时38分，运送60名获救工
人的专列抵达太原火车
站一站台。大批的医护
人员、救援人员和警察按
照各自接受的任务紧张
而有序地展开工作。

一个，两个，三个……
从山西各地紧急调来的60
辆救护车整齐地排成长
龙，每辆车装好一名受伤
工人后向早已确定的接诊
医院徐徐开去。

5日，山西王家岭煤矿
透水事故共有115名被困
工人获救，为了让工人们
得到更好的治疗，有关部
门决定把 60 名伤情较重
的获救工人转到太原接
受治疗，包括心理干预的

“一人一方案”个性化治
疗开始实施，并安排山西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山
西省人民医院3所医疗条
件最好的医院来承担治
疗任务。铁道部为此专
门派出了专列。

北京5名临床专家抵太原，115名获救人员病情平稳

医院对获救伤员进行个性化治疗

北京将150箱药品运往山西

有人建议把115位生
还者当成矿难的“黑匣子”

这两天，无论是在王家岭矿难救援现场，还
是在收治被困工人的医院，记者听到最多的字
眼就是“奇迹”。

前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在救援现场
表示，这次救援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被困矿
工在井下坚守了9天8夜，坚持、坚持、再坚持，终
于渡过了生命大关，成功生存；二是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领导下做出的部署和救援方案有效有力，
在矿难发生190小时后救出了大部分的被困矿
工，创造了中国矿难救援史上的一个奇迹。

奇迹面前不应忘记问责和反思
然而，在奇迹面前，人们不应该忘记对事故

的问责和反思。有人士建议，把 115位生还者
当成矿难的“黑匣子”，用他们生还的奇迹，为中
国数百万矿工编写一本生命教科书，用他们的
亲身经历，建立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的煤矿开采
制度，给予矿工们更加人性的保护与关怀。

和很多救援人员一起，做过 32年救护工
作、抢救大小事故七八百次的汾西矿业救护大
队长陈永生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发现，
这些被困工人的精神状态大多“相当相当好”。

打破救援“黄金72小时”定律
对于受困 190个小时的工人们来说，他们

之所以能够打破救援“黄金 72小时”定律，水、
氧气和求生意志是他们创造奇迹的必备条件。

救援“黄金 72小时”是地质界灾害发生后
的黄金救援期，这是救援界的共识。不过，有医
疗专家表示，72小时并不是救援的清晰界线，
只要生存意识强，一定会创造奇迹。如果有水、
氧气以及求生意志力的支撑，很多人可存活10
天甚至10天以上。此外，这次王家岭矿难是集
体遇险，受困者相互安慰、鼓励，以集体的力量
增强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增加了他们的生
存概率。 综合新华社报道

44月月66日，在太原火车站，工作人员拆掉专运列车上的玻璃，抬出伤员。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日，在太原火车站，工作人员拆掉专运列车上的玻璃，抬出伤员。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44月月66日，群众在日，群众在医院关注医疗救援情况。医院关注医疗救援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