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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群而言，中医药是什么？

他可能会说：是童年把玩的药材；他也可能说：这是外

公流传的手艺，需要传承；他更可能会说：这是治病救人的

法宝，是值得一辈子奋斗的事业。

●自幼坚定行医济世之心

8 月 10 日 ，在 省 直 中 医 院 的 中 医 传 承 创 新 诊 疗 中

心的专家诊室，不少患者正排队等候张群为自己把脉

问诊。

来自邵阳的张群出生于中医世家，其外公蒋戒三老先

生行医 60余年，在当地颇负盛名。跟在外公身边长大的张

群，自幼受中医药文化熏陶。

“小时候，别的小孩在爬树、玩泥巴，我就在外公的药

房捣鼓海马、蜈蚣等药材，就连零食都是枸杞、肉桂。”张群

介绍，外公除了喜欢教他辨认各种药材，还总爱教他诵读

《黄帝内经白话版》《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书籍。

他最爱干的还是上山采药。

“即使同一种药材，生长在山的阳面或阴面，药性也

会不一样。”张群说，一次次的翻山越岭让他在大自然中辨

识了各种药材，熟知它们的药性。

他最感动的还是随外公出诊，“每次遇上家庭困难的

老乡，外公常常分文不取。”

耳濡目染下，张群坚定了行医济世的心。2002年，他放

弃报考重点院校的机会，最终如愿考入湖南中医药大学中

医内科专业。

●“要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

张群是个爱较真的人。他曾用近 3年时间，对家传近千

张处方逐一剖析论证，力求还原患者当时的病况。对于个

别存在疑惑的经典病例，他不惜奔波数十公里寻找患者，

求证当时的病情及疗效。

在日复一日的钻研中，张群的医术日渐精进。名声大

噪的他却始终坚守这一原则：“作为医生，就应该设身处地

为患者着想。”

几年前，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来到他的诊室。因为严

重的关节感染，该患者长期遭受膝关节疼痛的折磨。

“我本来凑了些钱想来住院，但在坐车途中不小心把

钱掉了，口袋里只剩下 200多块钱。”在诊室内，老人伤心地

说道。

“不要紧的，先看病。”见状，张群赶紧安慰老人。在详

细问诊后，他给她开了 10付中药，并主动借给她 100元，让

她买好药回家煎服。

10天后，老人家的腿疾大为好转，她和老伴早上 5点就

起床杀了一只鸡，走了十几公里山路到车站，又坐了 1个多

小时的车赶到张群的诊室。为的就是要把 100块钱还给他，

另外送一只鸡表达感谢。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医生。”临走时，老人激

动地说出这句话。

●抗疫的“网红”医生

在不少人眼里，张群是一名“网红”医生。

去年 8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 2 套财经频道《经济半小

时》栏目播出专题节目《抗击疫情的中药力量》，张群作为

株洲市新冠肺炎定点隔离救治医院的中医组专家，在全国

观众面前侃侃而谈，介绍了中医药抗疫的“株洲模式”。

作为一名年轻的“老中医”，他的战疫经验丰富。

去年 7月，面对极难对付的“德尔塔”变异株，张群发挥

中医专长，通过“一对一”视频诊断，为每位患者因症施治，

并研发了既美味又益体的药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开

患者的心结，减轻对方的焦虑情绪，他还会每日对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他和其他专家组成员的辨证论

治，两名重型患者的血常规、血氧饱和度、血气分析、血生

化等各项指标明显好转，已先后治愈出院。

除了驰援本地抗疫，他还发挥所长，为身处国外的同

胞诊治。去年 8月 25日，张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求助电话。

原来，他一位同学的表弟在日本工作时不幸感染了新冠肺

炎，这让身处国内的家人心急如焚。

“当时，这名患者已出现了咳嗽、嗅觉丧失以及手抽筋

的症状。”张群说，他根据日本的气候，为这名同胞开了祛

湿解毒的中药。对方服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这些症状便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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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是“逆行者”，大灾
面前挺身而出；他们是“守
护者”，用生命守护生命；他
们是“攀登者”，夜以继日地
攀登医学高峰，他们是奋战
在救治一线的白衣战士。

8月 19日是中国医师
节，让我们走近湖南省直中
医医院的 3名“最美医师”，
倾听“医”者心声，感受美与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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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亮眼的数据：从医 11年，安全转诊危重患者

2100余人次；带领团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600多场，4

万余人受益；两次抗疫，实现了“零漏诊、零院感”……

这些都出自黄磊，一名永不停歇、不断追求生命奇

迹的“白衣战士”。

●与死神抢人，他安全转诊危重患者
2100余人次

风风火火是黄磊给人的第一印象。在急诊科奋战了

10年，他一直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人。

2012 年，刚结束住院医师轮转工作，黄磊就主动要

求调到急诊科。彼时，急诊科基础薄弱、条件简陋，是别

人避之不及的科室，他却干得有滋有味。

进入急诊科工作没多久，他发现，基层医疗机构对

于危重患者的救治能力薄弱，普通救护车又很难完成安

全转运，病人常常因此放弃抢救。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经过考量，他向医院申请成立全

市首个危重症转运团队。经过积极争取，2016年 10月27日，

湖南省第二辆、株洲首辆移动ICU救护车落户省直中医院。

之后，移动 ICU团队展开生死救援的故事时常上演。

2020年 5月 23日，因突发心肌梗死，家住炎陵县的

黄奶奶命悬一线。接到下级医院求助后，黄磊立即与心

内科专家讨论转运方案。

当天上午 10时，移动 ICU团队随车到达炎陵县。一到

现场，黄磊和队友开始快速查看患者，评估病情，并将患

者的资料通过网络传至医院胸痛中心。

“患者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经电除颤后恢

复正常节律，但并发心源性休克，皮肤湿冷，血压极低。”

黄磊回忆，转运途中，他们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变

化，做好了随时急救的准备。

当天中午 12 时 55 分，移动 ICU 抵达省直中医院。很

快，老人接受了介入手术，险情解除。

数据见实效。这些年，黄磊带领移动 ICU团队已在全

省范围内安全转诊各类危重患者 2100余人次，救治成功

率达 97.3%。

一人强不如团队强。在与死神搏斗最前沿的阵地，

黄磊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壮大急诊科。他勤学苦练，利用

业余时间去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学习急救操作，并将经

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事，不断提高科室救治能力。就

这样，该科室的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从 10年前的 73.6%

上升到如今的 98.9%。

●普及急救技能，播撒生命的种子

“针对溺水者，你首先要判断对方是否呼吸、心跳骤

停，如果颈动脉搏动消失，立即需要给予心肺复苏……”

这是省直中医院急诊科举办的“生命的呼唤”进校园活

动时的一个场景。即使工作再忙，黄磊也总会想方设法

挤出时间去授课。

据悉，目前，我国掌握急救技能的人群仅 2%，远低

于发达国家 50%的比例。如果现场“第一目击者”能够立

即实施紧急救护，可极大降低院前死亡率和伤残率。

如何让更多的“第一目击者”掌握急救技能？

2017年，黄磊和同事积极发起了以“生命的呼唤”为

主题的公益活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企事业单

位职工等群体开展急救知识培训。无论严寒还是酷暑，

只要有活动，他即使是出晚班也会精神抖擞地提着模型

就上车。针对职业不同，他们培训的内容也会相应改变。

5 年过去了，“生命的呼唤”公益活动已开展 600 多

场，他们将急救知识种到了 4万多人的心田，一朵又一朵

生命之花因此没有凋零。

除了创新活动形式，黄磊还带着团队开辟新阵地、

延伸触角。

2017 年，参加湖南省应急救援技能大赛，荣获二等

奖；2018年 9月，代表湖南在广州参加全国中医青年医师

技能大赛，荣获团体第一名……

如今，黄磊和他的团队仍在奔忙，他们像播撒蒲公

英种子一样，希望将急救技能普及给更多人，托起更多

生命的希望。

●两度抗疫，他实现了“零漏诊、零院感”

他是急救的排头兵，也是抗疫的急先锋。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急诊科作为医院疫

情防控的“哨点”岗位，至关重要。

为了守好“第一道防线”，黄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

制定科室规范化疫情防控方案及预案，组建了新冠确诊

患者转运突击队，并承担医院隔离二区、隔离 ICU的管理

工作、社区疫苗接种保障工作等。

在全线戒严的前两天，他安顿好家人，就住在了医

院。因为高强度的工作，他的肾结石犯了，每次呼吸都是

钻心的疼。经过检查，同事要求他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

疗，最后关头，他请假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国家有难，同事需要我，患者需要我，我是党员，

我不能退！”就这样，他靠着止痛药、止痛针扛了下来。

去年 7月，当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裹挟株洲。这一次，

抗疫经验丰富的黄磊明显淡定多了。

他为隔离二区的 17名转阴病人采用中医药治疗，率

先实现“清零”，完成隔离观察任务。

面对一次次疫情挑战，他带领科室完美过关。据统

计，疫情爆发至今，该科室共完成预检分诊 15万余人次，

转运确诊患者 15 例，隔离观察发热患者 300 余人次，实

现了“零漏诊、零院感”的目标。

关键时刻显担当，他们的付出也赢得了认可。

2020 年 11月，经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评审，湖

南省直中医医院被认定为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伍

及基地依托医院。这是我省唯一上榜的中医医院，全国

仅 33家，标志着该院紧急救援能力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一年坐诊 310 多天，无数人都

讶异于刘玲对工作的狂热。

“其他的我可能记不住，但与

患者有关的我就能记住。”透过这

位中医女博士后的一句话，我们或

许能找到答案。

从医 10年，她助近千名女性圆

了“妈妈梦”。在这份事业里，她找

到了前行的动力。

●株洲唯一的中医女
博士后

“这次检查结果不错，你再调

理一段时间，相信很快就有好消

息。”8月 10日上午 10时，省直中医

院中医妇科门诊，刘玲的诊室前已

排起长龙。

2012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中

西结合妇科专业完成硕博连读后，

刘玲进入省直中医院工作。

临床工作虽繁忙，她的学术之

路却未因此中断。2017 年，她进入

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主

攻专业方向为不孕不育及复发性

流产。她也因此成为我市目前唯一

的中医女博士后。

“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是相辅

相成的，可以相得益彰。”刘玲说，

她的学术课题大多从自己的临床

实践而来，得出研究结论、获得研

究成果后，再将其应用到临床上，

可以惠及更多百姓。

这些年，她主持了 6 项课题，

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

篇。值得一提的是，她主持的“活

血化瘀通络法治疗输卵管炎性不

孕”系列研究获批中国最高级别

科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多项基

金资助。

●掌舵我市首个中医妇科

日均就诊人数超过 70 人次，

就诊者不仅有省内的，还有来自广

东、湖北、浙江、江西、四川、重庆甚

至黑龙江的。开科仅一年，刘玲就

让其掌舵的中医妇科名声在外。

2021年 8月 24日，湖南直中医

医院中医妇科正式开科，这是我市

首个独立成科的中医妇科。

创新不止这一点。今年 5 月 7

日，该科室还挂牌成立了保胎中

心，这是全市首家以保胎为主的中

医特色病房。

“我们希望把中医药瑰宝发扬

光大，帮助每一个想当妈妈的女性

朋友怀得上、保得住、生得好。”提

及创立初衷，刘玲如是说。

精准定位才能明确方向，找准

优势才能发挥优势。自开科起，刘

玲就将该科室的重点放在中医优

势病种。为此，他们围绕不孕不育、

先兆流产、复发性流产以及月经

病、盆腔炎、更年期综合征等疾病，

全力攻克。

她也为这个年轻的科室设立

了一个“小目标”——将中医妇科

打造成株洲乃至全省有影响力的

名科室。

●与 8000 余名患者
成微信好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你不要太担

心。”“现在是保胎的关键期，你有什

么不舒服要及时告诉我。”……

即使再忙，只要有休息时间，

刘玲总会掏出手机，逐一回复患者

在微信上的留言。

“当医生的，要学会与患者交

心，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治

疗的依从性才会更好。”刘玲说。

爱与患者交心的刘玲已收获

了 8000 多名微信好友，每天能收

到两三百条留言，而她和她的团队

都会一一回复。

正是对患者的用心，让她创造

了许多生命“奇迹”。

2021年，27岁的邓女士和丈夫

已备孕 3 年，迟迟没有结果。这几

年，夫妻俩四处求医，结果只得到

一句：“你两边的输卵管通而不畅

了，自然受孕的几率很低，就算怀

孕也容易出现宫外孕，去做试管婴

儿吧。”

邓女士和丈夫不甘心，尝试

了 各 种 西 药 、中 药 乃 至 偏 方 ，可

仍不见效。正当邓女士感到绝望

时，住在株洲的亲戚向她推荐了

刘玲。

夫妻俩辗转 1000 公里找到了

刘玲。经过 3个月治疗，去年 7月 23

日，邓女士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个陷入绝望的家庭就这样迎来

了新的希望。

不孕不育一直是生殖难题，刘

玲却直面挑战。自 2016 年起，她就

潜心研究输卵管炎性不孕，并申报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等多

项课题。针对该病，她成功探索出

一套疗效奇佳的特色治疗方案，为

患者提供精准化的治疗，为她们送

去“好孕”。

从医近 10年，她已帮助近千名

女性圆了“妈妈梦”。

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抢人的“白衣战士”

黄磊：
人物名片：黄磊，

现任湖南省直中医医

院党委委员、急危重

症医学中心学科主任

兼急诊专科主任、国

家（湖南）中医紧急医

学救援队副队长，曾

荣获“湖南省卫健委

优秀共产党员”“湖南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等称号。

医师节寄语：不忘初心，为患者

提供更快捷、更安全、更高效的医疗

服务。

为患者着想的年轻“老中医”张群：

人物名片：张群，湖南省直中医医院治未病与健康管理中

心的首席专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未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理事，湖南省健康管理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人，曾荣获“湖南省先进工作者”“雷锋式健康卫士”等称号。

医师节寄语：希望将神奇而伟大

的中华医学薪火相传。

为千名女性圆“妈妈梦”的
中医女博士后

刘玲：

人物名片：刘玲，博士后，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中医妇科病

区，不孕不育、保胎及孕前保健

门诊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妇

科分会理事，入选 2021 年湖南

省湖湘青年英才计划，湖南省

“神农人才”工程首批青年神农

学者 ，湖南 121 创新人才工程

人选，湖南省高层次卫生人才

“225”工程骨干人才培养对象，

2022 年度湖南省卫健委巾帼建

功标兵。

医师节寄语：热情能抵岁月漫长，

我希望为患者创造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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