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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照得模糊不清，手能摸到的肿

块 B超愣是显示不出来。病人随时可能

休克。“只能靠自己。”第 32 批援助桑给

巴尔医疗队队长、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泰

州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赵小军

决定放手一搏，凭借经验给病人进行

“盲扎”。最终，患者化险为夷。

看不好的病，找中国医生！这在非

洲很多国家已成为一种共识。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

年。1963 年 4 月，第一支中国援外医疗

队奔赴非洲阿尔及利亚。60 年来，我国

累计向 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

万人次，诊治患者 2.9 亿人次。中国援

外医疗队以精湛的医术抚平患者的伤

痛，用健康中国的实践经验，为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 19批

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员的回信中表示：

“你们在中非克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

用心服务当地民众，既是救死扶伤的白

衣天使，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

科技日报记者近日联系多位曾到

过非洲或正在非洲援助的医疗队员，听

他们讲述援非故事，以期带领读者感受

中国医疗队 60年的光辉历程。

仁心仁术——精湛技
艺打“硬仗”

这是一个比足球还大一圈的肿瘤，

让人难以想象怎么肿瘤长到这么大才

来做手术。手术在缺乏现代影像技术

的条件下进行，持续 4个多小时，赵小军

竭尽全力处理各种复杂难题。

在非洲，很多中国外科医生打过生

平最意想不到的“硬仗”。打赢它不仅

要有“一把刀”的精准和细致，还要有克

服艰苦条件的耐心和力量。

在另一场“硬仗”中，中国医生用高

超的技术为患者留住了最美的青春。

“28 岁的宪兵小伙，整个面额部从

头皮撕脱下来，如果实施普通外科缝

合，一般会留下疤痕。”作为一名曾前往

加蓬共和国的援非医疗队队员、西安市

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杜兆江进行缝合的

显微手术一般以微米为单位，他相信自

己能够让患者的皮肤尽量恢复如初。

一秒钟被拉得很长，一毫米被放到

很大，细若芒尖的银针穿梭往复，既要

保证供血通畅，又要顺应肌肉走向。6

小时之后，缝合结束。三天后，加压包

扎的纱布取下，小伙子看到了自己的

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6 个月后，很少

人能够在这张脸上找到曾经被撕脱的

痕迹。

“后来他也经常来看我，看到他仍

旧帅气的样子，我也很开心。”杜兆江

说。

60 年来，中国医生在非洲大陆上不

知做了多少台手术。他们竭尽全力、救

死扶伤，用医者的仁心仁术化解患者难

以计数的痛苦，挽回无数生命。

60 年来，援外医疗队坚持因陋就

简，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

尽最大努力为受援国人民提供一流的

医疗服务。

全力救治之外，中国医疗队秉持

“健康融入万策”的理念，希望更进一步

从根源上改变这里的健康生态。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接诊的肿瘤患

者大都处于晚期？因为这里的早筛、早

诊体系不完善。”赵小军说，“我们的任

务不会局限于医疗服务，我们也尝试去

做教学和科普等工作，改善当地人健康

状况。”

作为队长，赵小军带领全队积极和

桑给巴尔卫生部、教育部、福利部联系，

策划旨在改变当地人口腔习惯的科普

活动、在当地的医学院校开设专业培训

课程。“过几天我们的队员就要去当地

唯一的医学院授课了。”赵小军说，当地

从业者的职业规范意识有待提高，希望

从医学院的学生入手建立职业规范和

责任感。

乐观积极——用智慧
和勇敢化解危险

尽管杜兆江后来和宪兵小伙成为

了朋友，但却从未让宪兵小伙知道因为

这场手术他默默服用了一周艾滋病病

毒阻抗药物。

“受伤严重，皮肤创面大，伤口不规

则，缝的针数远超过一般眼科手术，一

不小心自己扎到了手。”杜兆江回忆，

“非洲艾滋病高发，当时确实比较紧张，

但又不能中断手术。”

手术过程中的杜兆江没有把担心

表露出来，他只是赶紧脱下手套，使劲

挤了挤手上出血的地方，对手进行消毒

处理，然后继续完成手术。

做完手术后，他首先去化验室做了

抽血化验，为患者也做了，接下来是漫

长的等待。“非洲检验科的效率也是急

不来的，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我坚持吃

了一周的艾滋病病毒阻断药物。”杜兆

江说，所幸并未感染。

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非

洲，每一百人中大约有 2—3名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不止艾滋病，疟疾也防不胜

防。

对此，第 4批援冈比亚医疗队队长、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教授郭

权深有感触：“我是一名妇科大夫，但作

为队长不仅要斗疟疾还要会治蛇毒，曾

有援外人员感染了十分危险的脑型疟

疾，好在患者年轻，底子好救了回来。

到后来，我从蚊子的颜色和腿上的花纹

就能分辨出蚊子是不是疟蚊，有没有传

染性。”

在冈比亚接受手术，患者并不会被

强制进行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等病原

体检测，为了预防手术感染，医疗队希

望通过防护手段对队员进行保护。“开

始我们写了很多预案，比如做手术穿上

隔离衣、戴着面屏，后来却发现这些措

施根本不现实。”郭权说，“手术室的 7个

无影灯泡只亮 3 个，遇到精细的手术还

需要医助用手机来照明，手术时一出

汗，加上光线不够，根本看不清，难以顺

畅操作。”

“我们每个人都会配备艾滋病病毒

阻抗药物，但它对肝脏损伤大，能不吃就

不吃。”郭权说，为了做好手术，必须去掉

防护装备，防感染又要求做到万无一失，

因此，只能在流程上想办法。比如助手

递送手术刀、剪刀等器具时，不直接传

递，而是放在台子上由医生取用。

无论是面对艾滋病病毒、疟蚊，还

是时常出现的毒蛇，中国医生以智慧和

勇敢化解着大量的危险。

第 23批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队长、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张志

韧说：“非洲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与国

内相比差距很大，出发前，我们需要做

好身心准备，锻炼好身体，有面

对未知困难和挑战的底气，保持

良好的心理素质，积极乐观，胜任

艰苦环境中的紧张工作。”

不畏挑战——打
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视频采访时，正

在马里共和国的中国医疗队队员、浙江

省人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黄琼晓刚刚做完一台腹腔镜手术还没

来得及换上便装。一身天空蓝的手术

衣上，印在左侧胸前的五星红旗格外醒

目。在非洲患者心目中，这身装束代表

着先进技术、高水平诊疗和对久治不

愈、疑难杂症的举重若轻。

“没有可靠的检查手段、缺乏强效

的抗生素、没有先进的治疗方案，我们

也时常感到生命的脆弱无力。”黄琼晓

说，正因为这样，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

设备、体系，进而为非洲创造出更好的

医疗条件愈发迫切。

在 2020 年 第 73 届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上，中国承诺要建立 30个中非对口医院

合作机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提升非洲当地医

疗技术水平的工作持续开展。

“之前我们对马里方面提出建设辅

助生殖中心的需求感到很意外，来了之

后才明白，当地生殖健康问题比较严

重。”黄琼晓说，她此行的任务除了日常

诊疗，还需要协助马里建设第一家公立

医院辅助生殖中心。

正式接手临床工作的第二天，黄琼

晓就和同样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队

友、检验科医生徐柯开始了辅助生殖中

心的筹备工作。“当地很早建立了生殖

中心大楼，部分援助设备早已到位，但

因为没人会用，设备只拆了外包装闲置

着。”黄琼晓回忆，当时看到设备很惊

喜，但又有些失落，不知道闲置太久的

设备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要运转一个实验室，很多工作要

做，设备调试修整、人员培训、耗材药物

购买运输……黄琼晓说：“一下子有了

当家要知‘柴米贵’的感觉。”

“希望在我结束援助之前，有人能

在这里成功怀孕。”黄琼晓说，他们已经

组织了一场针对目标病人的宣讲会。

这里的私立生殖中心收费昂贵，普通人

很难负担，她能感受到当地百姓都期待

启用公立生殖中心。

“从零开始”的背后是我国在资金、

设备、耗材、药品、人才培养、信息技术

等各方面持续不断的援助和支撑。

在冈比亚，为了让当地医院拥有开

展腔镜微创手术的能力，中国医疗队几

年来捐赠了价值 250万元的妇科腔镜硬

件设备，通过连续开展一系列援助项

目，提升了当地妇产科的手术技术和能

力。郭权介绍，冈比亚国家医院的妇科

大主任就是在我国盛京医院学习后回

到冈比亚的。经过几年的学习实践，他

已经能独当一面，成为当地的科室带头

人。

在埃塞俄比亚，第 23批医疗队为受

援医院开展了当地历史上第一台腹腔

镜手术，并努力培养更多掌握该技术的

当地医生，使腹腔镜手术常规化，改写

当地开腹手术的历史。张志韧介绍，医

疗队还完成了受援医院首例颅内巨大

高级别胶质瘤切除术，开展了超声引导

下神经阻滞术以及超声引导下深静脉

置管术等。

2022 年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雪涛带队到第 23

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驻地考察

调研时，再次强调了创新工作的重要

性。曹雪涛指出，要根据形势变化，在

原有工作基础上，引入新的医疗技术、

医学装备、治疗方案，探索实施远程医

疗、智慧医疗，通过现代化医学教育体

系，带动提升当地医院的医疗救治水

平，更好培养本土医疗人才，打造“带不

走的医疗队”。

载入史册——推动受
援国健康事业发展

古老的尼日尔河从马里首都巴马

科缓慢横穿而过。第一次见到它时，徐

连松只有 26 岁，那是 1972 年他第一次

跟随中国医疗队来到马里。当徐连松

65 岁那年第 6 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尼日

尔河两岸的面貌仍旧是他熟悉的样子。

“总统府附近新建了一座立交桥，

我国援建了尼日尔大桥、马里医院、会

议中心、体育场，欧盟援建了机场，其

他地方基本没有变化。”6 次参加援非

医疗队的全国援外医疗先进个人、已

从浙江省人民医院退休的徐连松对远

在万里之遥的马里首都巴马科如数家

珍。作为老一辈医疗队员的代表和全

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他在非洲

度过了 12 个春秋，和这里的官员、学

者、警察等各行各业的当地人保持着

很好的友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提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我们

的援非工作也要贯彻这个精神，医生经

常下乡义诊。”徐连松说，那时候非洲的

条件非常艰苦，连有水都是一种奢望，

中国医生既要管门诊、管病房，还要处

理急诊，工作量很大，全科都要看，一上

午看一百多个号是常事。

“中国医疗队下乡改善了非洲人民

‘小病靠扛、大病靠死扛’的状况。”赵小

军曾与“重走援非路”的前辈后代做过

深入交流。他了解到，当时虽说有汽

车，但很多路汽车走不通，经常要步行

很远才能到达当地人家里，为他们看

病。

“医术好、态度好、口碑好”是徐连

松 6次援外工作中听到对中国医疗队最

多的反馈。

大爱无疆。60 年来，中国医疗队心

怀大爱，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在合作机

制的保障下，不断实现任务更新、使命

加码，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发展

贡献“中国力量”。

近年来，为适应新形势下受援国对

我国医疗卫生援助的更高期望和要求，

援 外 医 疗 队 不 断 探 索 工 作 新 模 式 。

2013 年起，中国组织派遣短期医疗队赴

博茨瓦纳、阿尔及利亚等 30多个国家进

行义诊，为当地群众开展“光明行”白内

障复明手术，产生了强烈反响。以中国

医疗队为纽带，我国多家医院与非洲当

地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并支持 22

国建立了 25个重点专科中心，实现医疗

技术援助机制化、系统化。

第 25、28 批援马里医疗队队长、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二级调研

员余仁桥把我国援马里医疗队 55 年来

的历程梳理为四个阶段。从这四个阶

段可以看出援非医疗工作的“递进”。

第一阶段是主要在乡镇建点，解决

缺医少药问题，扩大医疗队在当地的影

响力；第二阶段是帮助当地建立起基层

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内科、外科、妇产

科、针灸科、检验科、放射科等不同科

室；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我国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有了长足

发展，带来很多先进技术；第四阶段是

2008 年“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得益于我

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为非洲援

建了数十家高水平的医院，中国医疗队

更能放开手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还助

力不同科室的现代化建设。

“随着阶段的递进，中国援外医生

必须展现更高的技术水平，带来更先进

的医疗服务。”余仁桥说。

郭权表示，中国的每一批援外医生

都是凭借过硬的技术、耐心细致的服

务、对同行毫无保留的经验交流，逐步

建立起与当地人民的友谊。

对于援非医生，几十年来最大的变

化在于，现在来到非洲除了给人看病还

肩 负 着 带 动 当 地 科 室 建 设 的 责 任 。

2011 年马里医院成立，经过几批医疗队

的帮扶，这里的胸外科、脑外科已成当

地最强的科室。“接下来，浙江卫生系统

将全力支持马里医院各种内镜和腔镜

手术技术的提升，选派胸腔镜、腹腔镜

和支气管镜以及其他科室精干力量持

续支持。”余仁桥说。

在祖国强大的支撑下，一代又一代

援外医疗队推动着受援国家的健康事

业向前发展，也将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

医学结合形成的创新成果带向世界，让

医学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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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黄琼晓与当地同事和学员
共同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

图② 赵小军担任主刀与当地医
务人员共同开展腹腔镜手术。

图③ 杜兆江为当地大学生体
检。

图④ 黄琼晓与当地的患者愉快黄琼晓与当地的患者愉快
交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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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非医疗队回访上世纪援非医疗队回访上世纪 8080 年代中国医疗队驻地旧址年代中国医疗队驻地旧址——班桑医院班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