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带我走进了武汉，感受到了抗击
疫情最前线的舍生忘死。 ”

“这几天的早餐，都是在刷查医生日记中
度过的，情绪随之起伏，但真心感觉查医生是
一位胸怀大爱的人。她对周围人、物的感知、感
恩，让我们像亲眼目睹武汉经历的点点滴滴一
样。 非常感谢每一个人的付出……！ ”

这几天， 查琼芳的手机里不时会跳出同
行、 同事或自己发来， 或代为转达的 “读后

感”。 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查医生援鄂
日记》。

4月26日，《查医生援鄂日记》正式上架，作
者就是上海市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
琼芳。

从除夕到3月31日，跨越援鄂的整整68天，

67篇日记，10万字，《查医生援鄂日记》 记录的
是她在金银潭医院的每日所见、所闻。

如同这本书封面上所写：“这世上可能确实
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
后萤火汇成星河。 ”《查医生援鄂日记》是国内第
一部援鄂医生亲历抗疫日记，这名医者的“自我
对话”记录了无数普通人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

意外带领我们看到了中国这段战“疫”历程的一
个独特切面。

更有人捧读后不禁落泪评论：看到了聚沙
成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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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 金银潭医院三楼重症

组三女将合影， 左起分别为： 查琼

芳、 李晓宁、 周东花。

上图： 全副武装， 准备前去帮

患者插管的查琼芳。

左图： 查琼芳 （右） 工作照。

下图： 查琼芳所在小组在繁忙

工作间隙拍下的一张合影。

均日记插图

《查医生援鄂日记》：
为战“疫”者画像，直击聚沙成塔的力量

———访日记作者、上海市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查琼芳

68天67篇日记，总计10万字，记录中国英勇抗击疫情征程中的一个独特切面

与自己对话， 也让大家看到武汉
战“疫”真人真事

昨天， 坐在电脑前， 查琼芳正给上海交大医学院学生

上 “网课”。 这节时长90分钟的问题导向教学课 （PBL)， 讲

的是 “哮喘”。 查琼芳在案例中不断提示学生们在日后的临

床工作中要注重医学人文思维的引入。

这位援鄂女医生， 已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她是一名

医生， 也是一名医学院的老师。

“学医太忙了。” 聊及写作 《查医生援鄂日记》 一书的

缘起， 这位70后医生实话实说： 上一次写日记还是中学时

代， 这次起初就是为了给后方 “报平安”。

为什么要 “报平安”？ 因为， 在这场疫情里， 查琼芳与

队友们不亚于冲锋队。

2020年1月24日， 中国农历除夕夜， 上海第一批援鄂医

疗队受命启程， 赴武汉参加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1月23日， 武汉宣布关闭所有离汉通道； 1月24日， 这

支队伍就进去了。 从这一天算起， 到4月24日上海最后一支

医疗队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平安 “出关”， 回望这整整三个月

的时光，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是全国最早驰援武汉的外地

医疗队之一， 是上海最早出发、 援鄂时间最长的一支队伍，

也是最少有成熟经验参考、 早期最缺防护物资和防护条件

的一批人员， 更是拯救最危重病患的一群勇士。

查琼芳是这支 “冲锋队” 里上海交大医学院系统唯一

的女医生。 当初， 在虹桥机场送别时， 她所在的仁济医院

领导给她布置了一个 “作业” ———如果愿意， 就每天写点

文字或录些音频， 让我们知道你一切都好。

“就在去年9月上旬， 我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呼吸病

学年会， 那时候正是武汉人民备战军运会的时候。 走在江

边步道上， 看着江面上初升的太阳， 看着锻炼的人们， 我

觉得武汉是一座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城市。 现在， 武汉这个

城市 ‘生病’ 了， 作为共饮长江水的上海人， 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去帮助他们。 虽然是除夕出发， 但对医务人员来说，

我们的工作是不分平时和除夕的， 只要有需要， 我们随时

都可以出发 。 我希望在后方的同事 、 家人能够身体健康 ，

能够保护好自己……” 候机时， 查琼芳给仁济医院后方发

来这段语音， 这拉开了日记的序幕。

在紧张的救治工作之余 ， 查琼芳每天发回一段日记 ，

既是 “报平安”， 也成为一种自我解压方式。 “没考虑过会

出版。” 查琼芳与记者聊到这里， 还有点不好意思地乐了。

更多时候， 这一篇篇日记， 像是她与自己的对话， 却

意外地让我们读到了前线医护暴露在疫情下最真实的一幕

幕———

“天气暖和了， 出汗多， 因为不能补充水分， 这个时

间点身体很容易出问题。 曾有护士跟我说， 穿着防护服太

热， 不做事的时候就背靠在墙上， 可以感受一下墙壁的凉

意。”

“8点半， 我们仁济医院的吴文三 （医生） 从隔离病房

出来， 浑身湿透， 头发滴汗。 他说， 穿上防护服， 刚进隔

离病房就开始出汗， 等6点左右开始给病人抽血等操作时，

头发上的汗就不停地滴下来。 今天武汉的温度达到23摄氏

度， 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非常辛苦！”

“担心病人再有情况发生， 我曾戴着口罩， 穿着厚重

的棉大衣， 坐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

验戴着口罩睡觉： 在安静的环境下， 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的

每一次心跳和呼吸。 我的心跳很快， 呼吸有点累， 因为每

一次喘气都需要费力。”

在她的笔下， 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身影。 有一位90后党

员男护士， 名叫傅佳顺， 到武汉后的第一天， 他就在 “中

暑” 式的穿戴中， 上了近9个小时的班， 一声不吭。 “在我

们面前， 他从没叫过苦和累， 这就是90后的担当吧。” 查琼

芳写道。

回忆这一幕， 90后小伙傅佳顺坦率地告诉记者： “不

知道自己是如何撑下来的， 我们是第一批的班头， 就是要

给后来的同事们探路。”

新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刘立骏是个80后， 也出

现在查琼芳的日记里， 被昵称为 “刘老板” “后勤总管”。

“我们医护人员在病房里作战， 刘老板在后方为我们保驾护

航， 管我们吃饱穿暖。 我曾看他两个手机左右开弓不停地

接着电话， 也曾看他凌晨4点出发去武昌火车站领取物资，

还曾看他晚上10点半推着车把防护物资送到医院……”

“我们重症医学科出身的人， 上前线， 是想去救人的，

但当时物资紧张 ， 我属于临危受命 。” 刘立骏回忆武汉战

“疫”， 谈到自己的收获时这样说： 在武汉， 从一个连自己

工资都算不清楚的人， 变成了一个每天对各类物资锱铢必

较的 “后勤总管 ”， “因为我经手的每一套防护服 、 护目

镜， 都是队友们的生命线”。

从冬天写到春天， 但春天在她的
笔下从未离开武汉

有一天，“后勤总管”刘立骏又在微信群统计大家所需的

慢性病用药了。 “我们医疗队员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胃溃

疡、窦性心动过速、早搏等慢性病患者。 后勤老师通过各种办

法为大家筹集所需要的药物。 ”查琼芳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

一段。

医生，也是患者？ 查琼芳告诉记者：“这都不算啥，因为第

一批医疗队调令来得急， 对武汉当地的情况大家都不清楚，

所以选派的都是高年资的医生。 医生年纪上去了，小毛小病

总有一些。 ”查琼芳记得，有一名护士晚上突发肾绞痛，满头

大汗，两个医生就背着她去配药、检查，余下的医生等于“一

个人挑了两个人的活干”。

“第一批上海医疗队来自全市50多家医院，100多号人，

大家在上海大多是不认识彼此的，但在这里，感情一下子会

变得很近，跟家人一样。 ”查琼芳的日记里出现最多的人物就

是医护，她说，这份情感超越了普通的同事，而是战友，印象

最深的事不一定是一起开怀，而是患难与共，乃至生死与共。

很多人说，读查医生日记，并非因为文字多么精美，铺陈

如何有巧思，而就是因为两个字———真实。

查琼芳的日记揭开了中国迅速控制疫情的“密码”，记录

了医护的无私无畏，更令人感动的是，其中还记录着许多平

凡的人与事。

都说金银潭医院是“生死场”。 在查琼芳的日记里，也有

悲伤。 “不幸的是，她在清晨还是走了。 当我打电话通知她的

爱人时，一个大男人在电话中哭了……他询问能否见病人最

后一面，并且留下妻子的手机做个留念。 我不确定在这特殊

时期他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我很想安慰他，但这时候

任何话都很无力，再说下去我的泪水也快止不住了。 我只能

匆匆挂上电话。 ”

还有疫情之初的很多“非常情况”。 “一级级排查下来，找

来的电话号码还是同一个，仍旧联系不上家属。 我们只能给

她冠个无名氏的名字，先用药，等病人情况进一步好转，问清

楚姓名和身份证，才找到了她的家属，等问清楚病史，用上她

正确的名字时，已经是两天后了。 ”

身处金银潭，查琼芳的日记有“至暗时刻”，有打击与绝

望，但这部日记里，希望，从未缺席。

有一个人原来在公司上班，后来看到金银潭医院在招募

志愿者，他就报名了，一个月前来到医院，做的事主要就是收

医疗垃圾，打扫卫生。查琼芳问他：“你进隔离病房吗？ ”他答：

“要进去收垃圾和医疗废物。 ”查琼芳问：“害怕吗？ ”他很腼腆

地说：“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怕，后来就不怕了。 ”查琼芳又问

他：“还回家吗？ ”他笑了：“不能回去，住酒店，吃盒饭。 ”

“每天来工作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感谢武汉的这

些志愿者， 在金银潭医院缺乏工勤人员的时候挺身而出，不

畏风险。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查琼芳在日记里写道。

在《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有一篇特别短，仅有七行。 那

天，查琼芳的心情很糟糕，她写道：“各种美好的愿望和现实

之间要达成平衡太难了，今天是我来武汉以来感觉最累的一

天，不想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

收拾心情，乐观的病患总是给她别样的感动。 这份感动，

她化成文字，和更多人分享。

她告诉我们，在重症病房，有一对夫妻同时感染了新冠

肺炎。 但今年情人节，两人照样浪漫了一回：坐在一起，用苹

果替代鲜花，请护士拍了一张合影。

还有重症病房迎来的第一例患者出院， 她在日记里写

道：“驰援武汉20多天来， 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患者出院的喜

悦，当看到病人举起大拇指，欣喜若狂的我们感觉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

再忙再累，查医生都会在字里行间写到武汉的春天。 2月

4日是立春， 她写道：“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2月21日，武

汉金银潭医院在救治重症患者、降低患者死亡率等方面已经

有所突破，她的日记标题就是“重症病房的春天已经来临”；3

月8日，云南花农为援鄂抗疫队员庆祝妇女节，千里送鲜花到

武汉，她在日记里写下这行字———“把春天送给你们”……

打开一扇窗， 让更多人有机会重
新感受医患关系

在《查医生援鄂日记》这本书的封面上，让人忍不住多看

一眼的，是身着隔离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查医生的半张脸

画像。 尤其是护目镜下的眼睛，清澈而充满温情，仿佛为我们

打开一扇窗， 让更多人有机会重新观察、 感受、 思考医患关

系———人人心头有杆秤，理想的医患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2月11日，援鄂的第18天，查琼芳的记录就像当日的天气

一样阴沉。 这一天，她所在病区的18床和19床的两位患者先

后离世。 18床是一位患有基础疾病的89岁老先生，“哪怕只有

一丝丝的机会，我们也竭尽所能，采取了高流量氧、无创呼吸

机等多种救治措施”。 另一位19床的中年男性，刚入院时就始

终处于烦躁状态，会动手抓护士的衣服，而到入院第二周后

就出现了抑郁，甚至会趁护士不注意时拉下面罩。 “我曾经多

次劝过他，试图鼓起他求生的欲望，告诉他所有医护人员从

没有放弃他，他的家人也没有放弃他……”可在来势汹汹的

病魔面前，很多时候，医生们用尽一切先进的救治手段，仍然

无法将病患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她亲历一位右肺曾压缩80%的重症患者出院。 这是一个

新冠肺炎合并气胸患者，为了抢救他，查琼芳在隔离病房完

成了第一次独立操作，“800毫升的气体是我一针筒一针筒抽

出来的。 记得当时我一边抽心里一边嘀咕，‘姐抽的不是气

体，姐抽的是新冠病毒！ ’这种穿着隔离服操作的艰难和浑身

闷热汗湿的感觉我会记住一辈子。 ”

……

无论是参与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成员，还是始终关注这场

疫情进展的普通人，阅读查琼芳的日记，脑海中会回放出很

多曾经在手机上刷屏的画面。

比如，留下“最美跪姿”的仁济医院ICU医生余跃天。在隔

离病房，他跪在地上10分钟为病人胸腔闭式引流。 “每个医生

都会选择最适合、 最有效的方式救治患者”“每一个生命，都

值得尊重，都值得努力，都值得冒风险”……这是余跃天的感

言，一度感动很多人。

再比如，留下“落日余晖照”的中山医院医疗队。 27岁呼

吸治疗师刘凯在护送87岁老人做CT途中，停下来陪老人一起

欣赏了一次久违的日落。 这个温暖的瞬间之所以震慑人心，

有网友说，是因为它定格了医患之间，在医疗救治之外的一

种深情。

……

查琼芳说得直接：“这些平凡的小事，几乎所有的医护人

员都在做。 无论是平时，还是在抗疫战争中，这些在我们眼里

只是平常事。 ”

但这些平常事，为什么总是给人以温暖，治愈人心？ 时不

时在查琼芳笔下出现的 “郑队”———上海市首批援鄂医疗队

领队郑军华给出了答案：因为这些小事背后，都折射出医学

的温度，那是一种人文关怀，是对医学人文精神的践行。 这场

疫情，也给了很多人一次重新审视医患关系的机会。

郑军华记得，战“疫”初期，在隔离病房，不少轻症患者一

度因为紧张而吃不下、睡不着，击垮他们的首先不是病毒，而

是恐惧，因恐惧而寝食难安，势必影响自身免疫力，病情恢复

成为难题。 “有的90后护士，有时候在病房里待好几个小时，

只为了喂患者喝完一碗白粥。 ”

也是在那段时间，当有个别危重症患者去世，而家属难

以联系之时，医护人员自发在病房里护送逝者“最后一程”。

“从病房到走廊楼梯口，短短50米，平时十几秒钟就可以走完

的路，这次足足走了8分钟。 ”因为，医院的走廊上摆放着矮柜

等各种杂物， 护士们为了让逝者最后一段走得顺顺利利，小

心翼翼地推着病床。 病床缓缓行进，站在走廊上的每个护士

依次轻声喊着：“老先生，一路走好！ ”

……

医疗是个很特殊的领域，患者很多时候对医生不只是无

条件的信任。 以性命相托，医患共同抗击病魔的过程，蕴含着

医学的温度，人性的温度。

由此再观 《查医生援鄂日记 》，在英勇战 “疫 ”的大背景

下，这位身处前线的女医生在“风暴眼”中，不仅带我们领略

到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也让我们对构建更和谐的医患关系

思考良多。

一点一滴， 拼出了中国阻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路线图

“她的文字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让我感慨，也时常令

我泪目。 《查医生援鄂日记》通篇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每天

的日常，而就是这些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人员、货车司

机、公交司机、志愿者司机、快递员普通人的日常，一点一滴

拼出了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路线图。 ”中科院院士、上海

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为《查医生援鄂日记》作序。

“作序，我原本是拒绝的，拿到书，连夜一口气读完后，第

二天一早写了序。 ”陈国强院士不仅写了序，还在网课上喊

话，力荐十多万学生“一定要看”，因为这是一部生动的医学

人文教案，不管将来是否学医、是否行医，都值得静下心来读

一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专业学生黄婉莹说，读完这本

书后，有着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医学生的担当：“可能未来

在疫情再次来临之际，就会有更多的医学生、更多的幕后科

研人员站出来，使黑暗的城市重现光芒。 ”

医生之外，意外成了“作家”，如今的查琼芳，偶尔也会感

到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点不一样：有病人以她为背景偷偷跟她

合影，有病人特地跑到她的诊室，就为对她说一句话：“谢谢

你，你是英雄。 ”

“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就是每一个平凡的人，这段抗疫的

历史，是无数平凡人共同书写的。 致敬每一个平凡的人。 ”查

琼芳说，这段记忆是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段，她可以回味

很久，也令她未来的医学生涯内涵更加丰富，拥有对生命更

丰富的理解与认知。

据悉，《查医生援鄂日记》的越南语版已启动翻译，泰语、

日语、英语版等其他外语版权也在洽谈中。

本版撰稿/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樊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