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 

附属二院神经外科医生赴马里随笔 

  

当多数人关于非洲的印象还停留在茂盛的热带雨林或干涸的撒哈拉沙漠时，作为浙江

省第 22 批援马里医疗队的队员，我们已经在西非内陆的这个国家工作、生活了 4 个月，有

了一点粗略的感受。 

2011 年 7 月 10 日 23：00 许，带着院、科领

导和家人的嘱托，我、陆水法和来自省内其他单位

的 10 余名先遣队员，从上海浦东机场开始了非洲

之行的航程，途中转道巴黎，经过 31 小时的长途

旅行，于当地时间晚 23：30 抵达马里首都——巴

马科。 

深夜的巴马科机场灯光幽暗，停机坪周围漆黑一片。借着机舱的光亮，乘客拥挤着走

下舷梯，队长大声提醒队员不要走失，几名兴奋的年轻队员拿出相机对着黑暗一阵狂拍，引

来队长一顿训斥。我也在慌乱中拍了一张，画面上满是摇迤的光影，看不清人影。不管好坏，

就算立此存照：“马里，我们来了！” 

从机场到驻地—

—中轻大院大约 30 公

里，经商处的张随员驾

车载着我们。沿途的路

况比国内很多乡间公路

还差，间或有些低矮破

旧的平房从车窗旁闪

过。城区渐近，灯光也

多了起来，途经巴马科第二大桥，远眺巴马科城，却也似繁星点点，虽看不见高大建筑，也

还有些城市的意味。汽车穿行在街道上，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或 2、3 层小楼。墙壁、路面

全都蒙着厚厚的灰尘，显得破旧不堪。翻译徐老师看着窗外不断略过的街景，努力寻找 10

年前的记忆，不停地叹息：“哦！一切都是老样子，一点也没什么变化啊！”不由得我也在想：

这 10 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奋斗，那马里人在干什么呢？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汽

车剧烈摇晃着开进一

所老旧的大院——我

们的居处“中轻大院”

到了。 

我们的到来，受

到大使馆、经商处领

导以及中方驻马里机

构的热情接待。第 21 批医疗队员更戏称我们是“解放军”。他们终于“功成名就”，可以回

国和亲人团聚了。在卡迪，老队员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马里的工作经验和注意事项，锡嘉索、

马尔格拉的老队员奔波数百公里把即将不用的生活物资运到我们住地，大院瞬间变成了“旧

货市场”。一番淘宝后，队员们的房间都有个点家的样子，可以“安居乐业”了。 

我们工作的医院叫“马里医院”， 友善的 KANE 院长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留学、



工作多年，特意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富有非洲特色的冷餐会。不仅有美味的烤鱼，更有热情奔

放的非洲歌舞贯穿始终。我的搭档 DIALLO 刻意穿了一件印有中

文图案的民族服装，让我深感意外和惊喜。金戈队长还应邀参

与了节目互动，一股浓浓的友谊之情感动着每个医疗队员，坚

定了我们干好工作，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 

马里医院是中国政府援建的国家级医院。在一片灰色的背

景下，漂亮的建筑异常醒目。全国仅有的几个神经外科与胸外

科医生也集中在这里，因而神外、胸外都列为重点专科。 

我们初到马里医院时，KANE院长在欢迎会上说：“医

院整体建成已经一年了，不断来人打听开业时间，马里

人民等得太久了”。他坦承舆论压力很大，马里病人对中

国医疗队报有极大期待。我们参观医院时，发现大部分

设备都还是原包装。因为看不懂中文说明书，院长怕被

马里同行搞坏，也等着我们来拆装。 

这可难坏了医疗队员，谁也没有安装和调试设备的

经验。作为马里医院“门面”的国产 CT 机，早在一年前

厂家安装完毕后就关电上锁，之后就没被人摸过。放射科队友首次开机，发现机器无法使用

了，原因不明。我受邀临时客串一下“CT 工程师”。检查时首先发现稳压电源的相位异常，

马里工人在供电改造时，把三根火线的位置接错了。这个好办，改过线路后机器顺利开机了。

一阵惊喜过后开始试机。机器按程序运行，不料放射科队友误揿了机架上的进床开关，机器

突然警报大作。重新开机后，依然报警不断，电脑日志记录下一大段故障代码，只能求助专

业的 CT 工程师了。 

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厂家在苏丹的中国工程师，但是对方要求我们先自查，确定故障部

件才能来马里维修。队长研究后同意由我和另一位放射科队友

动手。在工程师的远程指导下，我们将机架、检查床拆开，逐

个测试相关部件，最终确认是床控计算机的一块线路板坏了。

数周后他带着相应配件来到马里，机器终于恢复了正常。目前

应用这台国产二排螺旋 CT，在软件支持下，我们做出的神经

影像相比巴马科另一家医院的 16 排螺旋 CT 也毫不逊色，为中

国的低档产品在马里同行面前找回了一点面子。 

随着各科设备安装到位，马里医院终于在 9 月初开业了。不久浙江省援助的医疗物资

也运到了马里医院。中国驻马里曹忠明大使和马里卫生部长要亲自主持交接。为了赶上仪式，

利用休息时间把显微镜安装调试完毕，第二天特意到厨房

向陆经理讨了一个辣椒，切开后放在显微镜下展示，显示

器上立即呈现一个色彩鲜艳、纤毫毕现的巨型辣椒，令马

里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出现了。而目镜中辣椒内部纤细的绒

毛、圆润的籽粒比显示器更加清晰，生动。交接仪式上，

我的马里同行兴奋地象个孩子，对他们的卫生部长说，这

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显微镜，也是马里有史以来第一

台可以做神经外科手术的显微镜。那位女部长听后很高兴地凑到显微镜上看了一会，愉快地

向曹大使表达谢意，并请他向浙江省政府转达她的感激之情。 

2011 年 10 月 19 日手术室终于迎来了马里医院的第一台手术。病人是个年轻黑人，1

年前的车祸致右额部慢性硬膜外血肿，骨化的包膜压迫额叶致癫痫发作；初次合作发现从手

术指征、麻醉用药、无菌操作、手术技巧等诸多方面，双方都有交流学习的空间。 



我的搭档是个业务上很“要”的人，对浙江省援助的显微镜、内窥镜都有浓厚兴趣。

2011 年 10 月 25 日，我们合作了一台椎管内占位的显微手术，这是马里神经外科史上的首

次，手术取得圆满成功，马里当地报纸作为头条新闻，并予大幅报道。国内的商务部网站、

新浪网等媒体也作了相关报道。医疗队幸运了创造

了一个历史记录。不久我们用显微技术又挽救了一

名 14 岁少年的生命，成功切

除一枚直径 7cm 的额顶叶胶

质瘤。现在，这台国产显微镜

成了我搭档的宝贝，不肯让别

人碰，大家玩笑说，显微镜已

经成他“儿子”了。 

凭借地处首都的优势，医院开业以来，闻讯而来的病人很多，也因此见识了许多国内

难得一见的病例。现在，业务进展顺利，手术量稳步增加；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丰富

了自己的学识。 

目前马里已进入旱季，无风无雨，巴马科城终日笼罩在焚烧垃圾的烟尘中，空气干热

污浊，生活环境比国内艰苦很多。幸运的，我们有个日渐强大的祖国为后盾，在队长的领导

下，上下齐心，苦中作乐，已经适应了环境。相信一定将不辱使命，圆满完成援外任务。 

（作者：刘凤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