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医院产科主任冯玲：新冠肺炎期产妇的护佑天使 

                                        

2020 年 1月中旬，从第一例术后才查出核酸阳性的产妇开始，同济医院产

科主任冯玲的心就一直悬着。她密切关注疑似发热的孕产妇，她要确保“三个零”

——产妇间零感染、新生儿零感染、医护零感染。产科不同于别的科室，特殊时

期，更要“特殊地”保持正常运转。1个多月，冯玲每日必在同济几个院区奔走，

协调、手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 50 多天里，冯玲和她的 143 人产科团队“来者

不拒”，将每一位来到同济的孕产妇 24小时呵护着，他们是新冠肺炎期产妇的护

佑天使。 

与疫情赛跑，呼吁全国关照孕产妇及新生儿 

1 月 23日，武汉封城，疫情急剧进展。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冯玲所在的

产科一边收治病人，一边梳理孕产妇的门诊入院、手术、住院管理流程……作为

全国疫情最严重地区中实力最强的医院，冯玲承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与压力。 

孕妇处于免疫耐受状态，加上孕期特殊的生理变化，孕产妇容易遭受病原

体感染，导致发热，如何区分普通发热和新冠感染症状？没有针对呼吸道传染病

的隔离病房，发热孕产妇与普通孕产妇如何隔离？孕妇疑似感染，新生儿出生后

如何处置，怎么和新生儿科医生配合？……冯玲每日驻守在医院，梳理每一例疑

似新冠的产妇流程，哪里做得不够的，她都默默地记录在心中，盘算着更有效的

流程。 

最让冯玲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某一次“裸奔”上阵为一位急诊产妇剖宫产

手术。“当时，产妇急诊收入院，并没有发热症状，核酸结果也还没出来，手术

完了，核酸结果却显示阳性，感染。”“这应该是共性的问题，我梳理完流程，得

快速落成文字分享。”面对全国同行不停地询问，冯玲紧急联系同济妇产科马丁

院士、儿科罗小平教授、新生儿陈玲教授、产科陈素华教授、曾万江教授等，短

短 48 小时的起草、修改、讨论、定稿，向媒体和全国同行第一时间发布了《同

济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孕产妇及新生儿管理指导意见》，呼吁全国在



新冠肺炎流行期须特别关照孕产妇及新生儿。 

2 月 2日大年初九，早上 8点，一位孕 40周、高度疑似新冠感染的陈女士

被推进手术室，同济医院产科和麻醉科医生们在严密三级防护下为其紧急实施了

剖宫产手术，母子平安，这台手术正是由冯玲团队主刀。“当时她一边伴有阵痛、

一边发热，CT影像明确提示病毒性肺炎，我想必须马上手术。”出生后 36小时，

孩子经过核酸检测，确认阳性。这也是世界最小年龄新冠病毒感染者。 

    随着新生儿感染新冠病毒的报道，新冠病毒母婴传播的可能也为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冯玲小心翼翼地分析、求证，接下来，产科医生怎么做？如何确保产妇

与新生儿的安全？很快 2月 9日，冯玲又联合同济医院儿科专家修订发布了《同

济医院新冠肺炎期孕产妇及新生儿管理指导意见》（第二版），第二版提出，孕妇

疑似或确诊感染，新生儿应立即隔离并检测核酸，与疫情赛跑，与病毒相搏，提

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母婴垂直传播尚不能确认，第二版意见经人民网全文报道后，

给予了同行有益的指导，一问一答的形式，也帮助疫情期的孕产妇平稳了紧张的

情绪。 

“我们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我们有妊娠合并新冠肺炎的诊治经验，一定

要给国家真实有效的资料。”没有对新冠肺炎的恐惧，也谢绝媒体对她个人的采

访，冯玲和她的团队一边挽救疫情之下的孕产妇，一边专业、踏实地埋头于会让

更多医院、更多病人获益的流程指导意见编写中，她参与编写了国家产科质控中

心《新冠肺炎孕产妇分娩期管理建议》、中华围产医学会和中华妇产科学会产科

学组《妊娠期与产褥期新冠病毒感染专家建议》等，还主编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产科防护手册》，目前已出电子版在线分享。 

 

     和 9000 万网友一起“云养娃” 

     “亲爱的小石榴你好，我是 30天前接你来这个世界上来的冯玲奶奶，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奶奶祝小石榴和你的小伙伴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也祝守护

着你们的我的小伙伴们平平安安，早日凯旋。”3 月 3 日，在小石榴满月的“云

派对”上，冯玲在家中为小石榴录制了满月祝福。 



     一个月前，2月 3 日凌晨，一位孕周 41 周多、双肺感染、羊水浑浊的孕妇

辗转几个医院，终被急诊收入同济医院，“当时同济主院区并没有专门的产科传

染病隔离病房，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医务处，为她腾了一个隔离发热病房。”接诊

的产科医生刘海意记得很清楚，半夜 1 点，产妇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就诊，当时，

她和她的丈夫核酸呈阳性，均已感染，他们是外地人，在武汉没有其他家人。 

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极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冯玲将她在第一时间收治入院。“当

时全武汉市综合医院都没有专业产科传染病病房，孕妇已经 41 周羊水浑浊，对

任何医院来说都很难，如果同济再拒绝，她就无路可走。” 

     新冠肺炎期，遇到一个发热的产妇，手术前后就需要 2、3 个小时的消毒。

加上产科部分医生被抽调到发热门诊支援，手术资源极其紧张。当天下午一等到

空的手术室，刘海意立刻准备急诊手术。三级防护服、护目镜下，手术视野局限，

手套戴两层，远不如平日灵巧，再加上紧张压力，医生不停地出汗。“你身体不

好，还是我来上。”冯玲拉住了已准备好上手术的刘海意，坚决自己冲上前，只

让刘海意在隔离手术室外沟通协调新生儿的转送。 

“那一次应该是我第一次穿防护服手术，没想到，冯教授拉住了我，作为我

们的老师，她完全践行了一个党员英勇无畏的精神。”事后刘海意感动地回忆着。 

手术顺利，小石榴出生了。刘海意第一时间将小石榴送到了新生儿病房陈玲

教授手里，由新生儿科的临时妈妈们照顾。术后，小石榴的妈妈被送回同济医院

感染隔离病房继续治疗，小石榴的爸爸则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一家三口分隔在

三个不同的病房。 

为了圆一家人的团聚梦，冯玲和刘海意联系到央视记者，希望帮助到这个家

庭。央视直播的记者在同济新生儿科架起了 24小时的摄像头，全国 9000万网友

当起了小石榴的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在网上为小石榴唱歌、弹琴、绘画，关注小

石榴的一举一动，见证“小石榴”的成长。“宝贝加油！中国加油！”小石榴谐音

“十六”，因出生于正月初十的六点，也是寄语全国人民能像石榴籽一样团结，

共度难关。 

“感谢同济医院，感谢冯教授和刘医生，疫情当下，她们救了我们一家。感



谢全国网友们的守护。”第一次通过直播见到小石榴，石榴爸爸落下了幸福而感

慨的眼泪。此后，他常常深夜在隔离病房，看自己宝宝的直播。 3月 12日下午，

被网友们“云守护”的孩子小石榴顺利出院，和康复后的石榴爸妈团聚了。 

  

 “我宁愿感染，也无法忍受手术出现并发症，我无法原谅自己。”这是冯

玲说的最多的，也是冯玲对自己的要求。手术护目镜、防护面罩不透气，戴久了

人一呼气就起雾，看不清。有时候做着做着，冯玲就摘下护目镜，完全忘记了危

险。“我援非 2 年，那边艾滋病多，医疗条件更差，这或许是我淡定的原因。当

然，医务人员也是人，有畏惧、担心、害怕很正常，这个时候我这个主任、书记

先上，他们才敢。” 截止 3 月 10 日，同济医院产科接诊了 338 位孕产妇，226

位产妇在同济平安生产，其中 41 位是感染新冠肺炎的产妇，在这里孕产妇零感

染、医护零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