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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战场的不倒红旗——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曾文琼、贺小伶 

  钟南山院士，1936年10月20日生，福建厦门人，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广州呼

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长期致力于呼吸内科的医疗、科研、教学工作，作出突出贡献，学术造诣很深，在研

究哮喘、呼吸肌疲劳和慢阻肺病人营养支持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他领导的呼吸病研究所被确定为省重点实验室和广州市的研究中心。1984年，他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

号。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参与制订“哮喘全球防治战略”。先后被聘为

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1987年被收编剑桥《国际名人录》、《国际有成就领先者名人录》。 

  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战役，在世界医疗史上从未有这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疾病，不为人所知的

病毒正在肆虐人的生命；这是一面插向敌人阵地的不倒红旗，他用自己的智慧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这是一个勇

敢而坚定的老人，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非凡的勇气和无私的精神履行着他的天职。 

  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今年66岁的钟南山院士试过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他没有休息，没有害怕，更没有退

缩，用同事的话来说，“他这是在拼命”。 

无畏的战士 

  对于收治最严重的患者，钟南山说：“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我们就像扫雷班，你不扫雷谁来扫？最艰

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 

  春节期间，广州地区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很多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中坚力

量纷纷病倒，在短时间内转送到广医一院的病人骤增。这时，钟院士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他们呼研所。作

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其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能治好病人，治不好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其二，该病具

有极强的传染性，收治最严重的病人，等于给自己寻找危险。 

  但钟院士没有考虑这些，他的心中只有病人。他说：“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我们就像扫雷班，你不扫雷谁

来扫？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呼研所从此成了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核心堡垒，并立下赫赫战功：截至4月19日，广医

一院呼研所共收治101名“非典”患者，其中医务人员50人，目前已有87人康复出院。其中54人是需要插管的最危重病人，

抢救成功率为87%（死亡的7人是因转送太晚或并发其它重病）。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而且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保住了不少医院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的中坚力量。 

慈爱的领导 

  第一位被感染的何医生回想住院的经历说：“钟所长对下属非常关心重视，我住院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电话来

询问我的情况，两天后我的病情加重，出差在外的钟所长连夜制定治病方案。” 

  在他的影响下，研究所里每位医生明知危险，却毫不畏惧，与“无知者无畏”相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则显得更悲壮。用钟院士的话说：“到了后期，救治每个重症患者就像战士炸碉堡，为一个患者切开气管，就有一个医务

人员被感染倒下。”在这场战役上，全所有14人被感染。 



  呼研所的医护人员受到的压力不仅来自病情，还有其他方面。一位半年未回过家的护士接到通知去参加哥哥的婚礼，

却被母亲堵在了家门口，她只好回来大哭一场；一位与人合租房子的医生，被室友要求搬出去；有的医护人员怕家人担

心，索性不回家了…… 

  当值班室住满了“无家可归”的医务人员时，钟院士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关爱有加。第一位被感染的何医生回想自己1

月底住院的经历时十分感动，她说：“钟所长对下属非常关心重视，我住院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

两天后我的病情加重，出差在外地的钟所长连夜制定治疗方案。对每个患病的医生，他都一一听诊、看望。” 

负责的医生 

  钟南山与病人亲密接触，他否定“远程检查”，因为“连起码的程序都不对，还叫什么检查”。 

  在救治病人第一线，钟南山在给每位病人检查时，都会来到病人身边，甚至打开病人的口腔观察。助手们劝他不

要进病房，他却坚持要进。对于所谓“远程检查”，他持否定态度，因为“连起码的程序都不对，还叫什么检查”。 

很多病人难以想象为他们干“体力活”的人中竟有大名鼎鼎的钟南山。2月15日，钟南山参加抢救一位呼吸衰竭的病人，看

到人手不够便上前帮忙抬患者，用气囊为患者做人工呼吸，病人家属事后才知道干粗活的竟是66岁的钟院士。有一个家

庭，5口人有4人感染。其中大儿子情绪非常不稳，经常从隔离病区冲出来，说要见他太太，他舍不得他太太。钏南山就亲

自去做思想工作，平定了他的情绪。广医一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小孙告诉记者，钟院士从不嫌弃病人，他近距离跟病人接

触，病人有汗，他也会给病人擦汗。 

  整个春节，钟南山都是在会诊和指导救治的忙碌中度过。两年多没见的孙子从新西兰回来了，他没时间亲近，除夕和

元宵节还坚守在治疗一线。一位工作人员曾感慨地说：“我到他家里给他送资料，看他案头摆满了资料，人也躺在堆成山

的资料中，他这是在拼命！” 

严谨的学者 

  广医一院副院长黎毅敏说：“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对所有的事都很谦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断地修

正自己的看法和治疗方案，并根据有限的资料作了总结归纳。” 

  “非典”病扑朔迷离，令钟南山心急如焚，他深深明白作为科学家的责任，忘我地投入关于“非典”的科研中。

他经常夜不能寐，书房的灯光也亮彻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研究，他们终于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

法。而在整个过程中钟南山敢于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方案的精神令人敬佩。 

  他的学生、广医一院副院长黎毅敏说：“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对所有的事都很谦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

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和治疗方案，并根据有限的资料作了总结归纳。” 

  3月9日，省卫生厅印发了凝聚钟南山为首的专家组大量心血的《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再一次

明确了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出院标准，使各个医院都有章可循，大大促进了医院救治工作。目前，全省已有1000多名患

者治愈出院，超过患者总数的80%。 

  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到广东考察。他们第一时间就与钟南山见面。一番交流和探讨之后，他们竖起大

拇指说，钟南山收集的病例资料非常详细，也非常多，以他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

炎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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