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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一家覆盖三个赛区
的冬奥医疗保障机构，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在8日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荣获“突出贡
献集体”，为他们长达数年的冬奥
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大白”们与奥运的故事，远
未结束。

王健全作为中国冬奥代表团医
疗专家，与此次同样受到表彰的徐
梦桃、苏翊鸣等冬奥健儿并肩战斗
了近一个月，目前已回到北医三院
运动医学科。但除了日常工作，他将
一如既往为国家队运动员进行诊
疗，为他们争金夺银提供坚强后盾。

“服务运动员，一直是我们的
光荣传统，也是使命。”这位运动医
学科主任说。

这个使命，从运动医学创始人
曲绵域老教授开始，坚守了60多年。

接力：14年，拯救徐梦桃的膝盖

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在体育
界和运医界，都是如雷贯耳的名
字。科室成立于 1959 年。作为中国
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唯一指定
的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63 年来，
他们与普通科室的不同之处在于

“下队服务”，这个优良传统已帮助
众多知名选手重返奥运赛场。

奥运军功章里，有“大白”们的
一半。

但凡你听过名字的运动员，几
乎都跟北医三院打过交道。这份长
长的名单包括：赵宏博、李娜、巩立
姣、刘国梁、马龙……

而此次出征的冬奥“天团”，也
绝大部分在运医的病房进出过。

“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
时间拨回 2 月 14 日，冬奥“四朝元
老”徐梦桃在空中技巧夺冠后流泪
大喊，令无数人动容。这呐喊中释放
的伤痛、压力和永不放弃，站在赛道
终点为她鼓掌的王健全感同身受。

这是他连续第四次为中国奥
运健儿保驾护航，他很清楚选手们
的身体情况。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
曾接力为徐梦桃做过四次手术，她
能重新飞翔在冬奥赛场已是奇迹。
夺冠，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王大夫！”“桃桃！恭喜你！”无
需多说，所有那些为了梦想与伤病
作战的日子，都浓缩在这含泪带笑
的一句问候中。

快14年了，运医的崔国庆教授
依然记得，2008年为徐梦桃进行第
一次交叉韧带撕裂手术时的情景，
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她的运动生
涯。但经过精心治疗和科学训练，徐
梦桃以惊人的毅力重回赛场。作为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首席
医学顾问，崔国庆全程提供支持。

余家阔也不会忘记，2016年全

国冬运会时，徐梦桃再次摔伤，另一
个膝关节的前交叉韧带断裂。作为主
刀医生，他不得不切除了已经很碎片
化的60%的半月板，但手术进行了精
巧的设计，使脆弱的膝盖依然能够承
载冬奥梦想。对手术，余家阔当然有
自信，他担心的是这个坚强的姑娘：

“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如果再受伤，就
怕造成不可逆的结果……”

在徐梦桃备战北京冬奥的过
程中，运医人一直与教练组保持沟
通，帮助调整训练计划。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四届冬奥、
四次手术，金牌是命运最终给予徐
梦桃勇气的回馈。而运医人做的，是
让热爱不被辜负，让坚持终有意义。

王健全解释过运动医学与普通医
疗学科的不同——不仅要治病救人，
还要保障运动能力尽快恢复。“在制定
手术方案前，就要考虑术后康复，把
伤病对训练和比赛的影响降到最
低。甚至很多高招在于不做手术，如
果只是手术匠，对运动员是不利的。”

因此，运动医学的医生除了医
术高明，还需要了解项目。这也是
为什么曲绵域在学科创建伊始，就
立下了“下队”的规矩，成为运医人
60余年来坚守的传统。

传承：赵宏博的跟腱，隋文静
的脚踝

时至今日，89岁的田得祥教授
依然保持着每周“下队”的惯例。在
王健全之前，他随中国队出征过四
届奥运会，诊治过上万名运动员，
是备受体育人尊敬的“爷爷队医”。

2005 年 8 月，离都灵冬奥会仅
半年时间，花滑名将赵宏博在训练
中左脚跟腱断裂。困境中，田得祥
的手术治好了他的“阿喀琉斯之
踵”。术后经过康复，赵宏博如愿重
返赛场，并和申雪拿下了2006年冬
奥会双人滑铜牌。

“别的国家很惊讶，他们觉得
赵宏博恢复得太快了。”回忆这段
经历，田老爷子笑眯眯地说，“其实
我们的治疗不比外国差。”他和许
多老一辈工作者一样，由于经历过
国家百废待兴的时期，都有很强的
国家荣誉感。在另一个赛场上，“不
比外国差”，也是为国争光。

10年之后，赵宏博已成国家队
教练，而相似的遭遇降临到他的爱
徒隋文静身上。

这一次，田得祥传给胡跃林的
柳叶刀，又传到了焦晨手上。他为
隋文静进行了右侧脚踝韧带修复
和左侧脚踝肌腱复位的手术。双脚
同时做，常规需要两个多小时的手
术，焦晨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

作为足踝手术数得着的“一把
刀”，手术本身对焦晨并不构成挑
战，“重点在于如何让她尽快重新

站上冰场”。为压缩康复期，他选择
了韧带修复而不是重建，同时为防
止再次断裂，采取了“双排缝合”的
技术加固韧带。肌腱也巧妙加以固
定，防止再次脱位。

术后，隋文静在床上一躺 40
天，缺席冰场 4 个月，再也滑不了
的恐惧让平时爽朗的“桶妹”也觉
得“天都灰了”。“她特别坚强，我知
道运动员这个时候会特别焦虑，但
她从没当着我们的面哭过，手术刚
做完不能下床，就利用病床的架子
做力量训练”，小姑娘的拼劲儿让
年逾不惑的焦晨感叹不已，也特别
想帮助她重返冰场。

事实证明，手术非常成功。
2017 年 2 月，隋文静和搭档韩聪在
复出后的第一场四大洲赛上演王
者归来；3月的世锦赛，又为中国拿
下阔别7年的世界冠军。

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手术，让隋文
静在此后5年多里一直稳稳滑到北
京2022，最终滑上冬奥最高领奖台。

这次冬奥会，焦晨没去一线，
但隋文静/韩聪夺冠的那场自由
滑，他特意看了直播，与有荣焉之
余，还给“桶妹”发了条微信祝贺。

“很欣慰吧，她的苦没白受。看到中
国队夺金都很高兴，但这块金牌感
受更特别，毕竟自己也贡献其中。”

从赵宏博到隋文静，从田得祥
到焦晨，拼搏精神在传承，妙手仁
心也在传承。

梦想：“15分的幸福”也要全力
守护

“他只得了 15 分，却笑得很幸
福。”2月9日，脚踝骨折的高弘博坚
持站上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赛场
完成冬奥首秀，那因不留遗憾而灿
烂的年轻笑脸，火遍了整个互联网。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冬奥医疗保障指
挥中心里的所有人，都在盯着直播
画面。高弘博一完赛，创伤中心立马
准备接诊，护士早已收拾好房间，医
护人员提前开始术前准备。

开幕前拿到参赛资格，比赛前
训练骨折。命运如此捉弄，但高弘博
如此渴望冬奥会，哪怕只是亮个相。

“我们运医人，是最能理解运
动员的心的。”他的主管医生、北医
三院运动医学科刘平说，“家门口
的冬奥会，运动员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

刘平对伤情进行了评估和处
理后，给高弘博参赛放了绿灯，但
要求“决不能进行高难度动作”。

赛后，高弘博被迅速转运回医
院，刘平和同事们一起为他完成了
手术，手术十分顺利。

王健全也特意打来电话，嘱托
术前术后注意事项。经验丰富的他

认为，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运动员是
可以带伤参赛的，尤其对于高弘博
这样初出茅庐的选手，切身感受冬
奥实战氛围，是成长的关键一步。

惠民：“天使”在冬奥，“天使”
在人间

冬奥期间，北医三院共派出了
5 支队伍、200 多名医务人员，提供
了“两地三赛区五团队”的高水平
医疗保障。

冬奥期间，王健全满心满眼都
是如何保障中国健儿全力拼搏；冬
奥会后，他开始琢磨，后冬奥时期，
除了继续服务精英运动员，运医如
何在全民健身上发挥作用。

冬奥前后，网上有个挺火的说
法“雪道的尽头是骨科”，热爱并深
谙运动的王健全很不赞同：“这不
是让那些因冬奥萌生了冰雪梦想
的人打退堂鼓吗？”

作为运医人，王健全认为，相对
夏季项目，冰雪运动确实受伤率更
高，但目前进行冰雪运动的人不是
太多，而是太少。“周围没有有经验
的人指导和陪滑，是受伤多的主要
原因。只要遵循运动规律，伤害是可
防可控的，随着普及，伤病率一定会
下降。运动不能只看受伤的可能性，
也要看到运动带来的益处，尤其冬
季，人们很少有室外的运动。”

冬奥会已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意味着大众冰雪运动和产业势
必迎来一个爆发期。而运动医学科每
年接诊专业运动员近3000名，积累
了大量宝贵经验；北医三院作为项目
牵头单位承担的国家级重大专项
——冬奥会运动创伤防治和临床诊
疗安全保障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研究，也将冬季项目伤病的预防、诊
治和康复整体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我国的运动医学已在国际处
于领先水平，王健全在思考，“如何
把这些研究和经验用于指导大众
科学运动，这对全民健身与健康中
国战略，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运动医学科在创建初期只面
向专业运动员，1988年对大众开放
后，依然不为人熟知。“服务运动员
当然是优良传统，但我们的经验也
可以造福老百姓，在冬奥会后发挥
更大作用。”他说，“三亿人上了冰
雪，还要安全地下来。”

在运医领域耕耘多年，王健全
坚信，体育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体
现，也关乎全民素质的提升。“只有
孩子们热爱运动，成为身心全面发
展的公民，才会有健康中国，运医
人应该在这方面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报道）

冬奥“大白” 60余年故事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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