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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医院的序列中，有这样一所专
科医院——他们为部队量身定做的“车载
医院”，14 年来行程 9万余公里。“高原行”

“ 西 部 行 ”“ 边 防 行 ”“ 海 疆 行 ”“ 震 区
行”……他们的足迹遍及许多边远基层单
位。

“为军服务无上限，巡诊路上不停歇。”
基层官兵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本期“特别
关注”，带你走进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牙齿虽小，却事关部

队战斗力——

“车载医院”应运而生

这是十几年前央视播发的一条新闻：
隆冬时节，正在执行海上任务的某部下士
小朱面部肿大、高烧昏迷，一度危及生
命。情急之下，舰队出动直升机奔赴任务
海域展开救援。事后经医院诊断，小朱是
因为智齿冠周炎感染，引发高烧不退。

那一年，看到这则新闻的原第四军
医大学口腔医院院长赵铱民很揪心：基
层官兵的口腔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治
疗到底能不能跟得上？

不久，医院成立的调研组出发了。他
们走访全军多个部队，并为每名官兵做了
一次口腔检测。最后，调研组发现：相当
高比例的官兵患有龋齿、牙周炎和牙齿松
动，而牙病的有效治疗率不足10%。

在某海岛，官兵牙齿患病率竟高达
87%；5名领导干部中，有4人牙齿松动。

在某边防部队，上等兵小刘长期受
牙病的困扰，睡觉难入眠，训练没精
神。市区的口腔医院远离营区 150多公
里，来往一趟不容易，小刘常常就这样
忍着。

牙齿虽小，却事关部队战斗力！
研究发现，军人在应激状态下，由于紧
张、疲劳等引起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失
衡，可导致诸多口腔疾病发生。因训
练磕碰造成牙齿断裂、脱落的情况更
是屡见不鲜。

媒体记载：在索马里、伊拉克战争
中，美军的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 23.2%，
因口腔疾病导致的美军非战斗减员占
17%。因此，美军通常配备有牙医。

拿着调研报告，面对基层官兵的口
腔健康现状，赵铱民也感到很无奈。治
疗口腔疾病不是简单的问诊拿药，它是
众多医学门类中比较“专”的一门，需要
专业人员、专业设备。但国内几乎所有
口腔医院均集中在大中城市，一线官兵
很难到口腔医院就诊。同时，由于口腔
疾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自我修复能
力，官兵对牙齿疾病重视不够，往往贻误
最佳治疗时机。
“基层官兵需要我们，作为全军唯一

一所口腔专科医院，我们应该走出去！”
在院党委会上，赵铱民的话引发“一班
人”的共鸣：服务基层，责无旁贷。

那次的党委会开得很热闹。赵铱
民又提出，口腔诊疗离不开专业化设
备，否则，即使人下去了，缺少设备依
托，很多口腔疾病无法诊治。最后党委
决定：尽早研制改造一款数字化野战式
口腔医疗车。

然而，他们查遍文献，却未发现具有
此种功能的车辆信息。院党委态度坚
决，没有经验，自己创造。

拿手术刀的医生却要拿起搞汽修的
扳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有几个科室
的同志直接找到院长，建议取消方案：
“上级没有指令性要求，我们何必为难自
己，组织人员下基层走走就行了。”为了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全院军人大会上，
赵铱民用一组组数据、一张张基层官兵
的口腔照片作动员。

研制方案不变，时间节点不变。56
个日日夜夜，他们近百次与某汽车改装
厂对接方案，相关几个科室的同志 40多
次往返汽车改装厂、医疗器械厂参与改
装调试。

2006 年年初，这辆配备 2台固定椅
位和 3套便携式牙科椅位，装备有牙科
X线、车载消毒、技工制作等系统的数字
化野战口腔医疗车改装成功！

新车开回来那天，全院像过节一样
热闹。业内专家参观后认为，这辆医疗
车的设备相当于一个中心医院口腔科的
实力，堪称国内首个“数字化流动口腔医
院”。

来了一支不一样的

医疗队——

一路传递真情真爱

2006 年 7 月 3 日，由时任院长赵铱
民亲自带队、30多名骨干组成的医疗队

首次出征。全体队员在队旗下宣誓：“服
务基层，不怕艰苦，不怕牺牲！”

然而，他们出发后没多久就遭遇
险情。护士长赵蕊妮至今清晰记得，
那天突降大雨，为趁着天黑前赶到部
队，车辆在 3 米多宽的路上行驶，一侧
是悬崖，一侧是峭壁，医疗车雨刮器磨
坏了，驾驶员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
赵蕊妮从副驾驶位置探出半个身子擦
洗挡风玻璃。这位曾在极寒偏远的新
疆阿勒泰当过兵、吃过苦的“女汉子”
禁不住大声感叹：“不出远门体会不到
行路难！”

好在一切化险为夷。“车载医院”
首次远行即取得不俗业绩：他们从陕
西出发，途经宁夏、青海、甘肃、西藏等
省区，一路西行，一路送医。医疗队为
原西藏军区数千名官兵进行了口腔保
健和治疗，还为 500 多名少数民族同胞
进行义诊。

今天很难想象，医疗队组建之初下
基层时并不受“待见”。

有一次，他们来到驻岛某部，医疗设
备展开半天了，看病的人寥寥无几。

原来，在这个海岛每年都会有医疗
队上来，但大部分都是问问情况、量量血
压，开个头疼脑热的药，然后拍拍照就走
人了。久而久之，官兵们对医疗队不再
“感冒”。

“真心服务才能赢得真心尊重。”面
对官兵的不信任，医疗队表示理解的同
时都憋着一股劲：“用行动说话。”

医疗器械很多比较笨重，器材展开
和场地撤收都比较麻烦，他们坚持不用
一兵一卒，都是医生护士自己干，女人当
男人使，男人当苦力用；牙科手术要求精
操细作，70岁的刘宝林老教授，在医疗
车里经常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一待
就是一整天；护士长赵蕊妮干活时不慎
崴脚，脚面肿得老大，但医疗队人手少、
转不开，她就一条腿搭在凳子上，坚持在
诊疗台上为战士们洁牙……

医疗队的一举一动官兵们看在眼
里，奔走相告：“来了一支不一样的医疗
队！”第二天，前来就诊的官兵排起了长
龙。午饭时，部队主官陪同，战士们把一
大早特意到海边捞回的海鲜摆上了餐
桌。

医疗队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着官兵，
而基层官兵的牺牲奉献精神也时刻感动
着医疗队。

在某飞行场站，医疗队员看到，官兵
们顶着地表 56摄氏度的高温，在飞机跑
道上进行着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作业；

在某雪域高原，驻守高原 10年的士
官杨添，因患急性牙髓炎疼痛难忍，又无
法下山，只好自己用老虎钳把牙拔掉；

在墨脱某哨所，我军历史上首位女
军医王磊来到这里，她克服高原反应，为
战士们送去医术和拥抱；

在马兰某站点，女博士胡轶的脚
印被战士们用脸盆扣住，保存在了大
漠深处……

此情此景，在舒适的医疗大楼里绝
对感受不到，更激励着一茬茬医疗队员
前赴后继——“为军服务无上限，巡诊路
上不停歇”。

14年来，“车载医院”行程 9万余公
里，开展“高原行”“西部行”“边防行”
“海疆行”“震区行”等口腔医疗服务活
动，足迹遍及全军许多边远基层单位。

具有 28年驾龄的驾驶员刘非，先后
9次随医疗队出征。为防止路上犯困，
他一天最多时抽了 6 盒烟。最远的一
次，他一天跑了 1100 多公里，至今行驶
无事故。

10 多年来，医院领导换了好几茬，
医疗车也更新了好几代，但“车载医院”
始终奔波不息，走入了更多的军营，走近
了更多的战士。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将“车载医院”推广到全军，成为基层部
队常态化的保障模式。

护唇膏廉价，但情义

无价——

只为官兵需求，不问

拿不拿奖

对口腔医院原药剂科主任王晓娟来
说，这辈子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
研制了一款高原护唇膏。

这款护唇膏每支造价虽然只有 6元
钱，却成为全军第 7种被部队列装的药
品，累计供应高原部队 1800万支。高原
官兵说：“护唇膏廉价，但情义无价。”

2006年，王晓娟随医疗队走上西藏
高原，对 1000多名高原官兵进行口腔疾
病调查。他们发现，受高原地区气候等

因素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官兵患有高原
唇炎，出现嘴唇发红及口角部黏膜干燥、
脱屑、皲裂，甚至肿胀、结痂等症状，不仅
造成饮食、语言等生理功能障碍，还影响
到广大官兵的战备训练和日常生活。

看着官兵备受折磨的样子，王晓娟
心里很不是滋味。任务结束后，她将调
研结果和相关数据带回医院，并向院党
委申报研发“高原护唇膏”的课题。

有人劝她：“这个课题太小了，明摆
着拿不了奖，你正值事业上升期，不如将
目标放在新兴领域。”面对好心人的提
醒，王晓娟有过犹豫，但当她回想起官兵
们因嘴唇干裂流血，连吃饭、说话都不敢
张大口，内心越发坚定：“管它拿奖不拿
奖，只要对官兵有用，个人得失算个啥！”

王晓娟带领课题组一头扎进了实验
室，很快研制出一款唇炎膏。可到了高
原试用时，护唇膏却凝固成了蜡烛状，根
本用不了。

王晓娟没有灰心，又带着课题组先
后 10余次驱车进驻多个高原部队采集
数据。海拔 4600 多米的五道梁是青藏
线路上最难、最易发生高原反应的地方，
被称为“生命禁区”。为了获得第一手数
据，课题组先后 3次前往那里，和战士们
同吃同住、试药用药。

2009年，经过 3年的不懈努力，高原
护唇膏顺利通过专家审定，获准正式列
装高原部队。当王晓娟亲手把第一批列
装的护唇膏送到高原部队时，官兵们敲
锣打鼓、夹道欢迎。那一刻，王晓娟既激
动又自豪。

口碑与奖杯，我们应该看重什么？
在口腔医院，有许多人像王晓娟一样，每
当“车载医院”下基层时，大家踊跃报名，
抢着跟车，全院官兵基本轮了一遍，有的

甚至去过多次。
曾先后 8次跟随医疗队下基层的工

程研发中心主任金岩感触很深：“只有走
近官兵、了解部队，科研攻关才有抓手，
为兵服务才有方向。”

正是依据扎实的调研结果，金岩创建
了“发育和组织修复实验室”。以往，不论
平时与战时，官兵的各种皮肤创伤、烧烫
伤和难愈性溃疡等，由于没有可替代的皮
肤来源，一直采取“挖一块补一块”的办
法，给官兵造成了新的创伤和痛苦。金岩
带领课题组经过成千上万次试验，终于攻
克了皮肤体外再生的关键技术，成功研制
出组织工程皮肤，填补了我军此项领域的
空白。

近年来，为了准确了解基层官兵需
求，医疗队在巡诊中先后发放 100 多万
份调查问卷，为几十万名官兵建立了健
康档案，全面系统了解基层官兵的牙齿
健康情况。医院随机开展了“颌面战创
伤救治与修复重建”“野战口腔医疗设备
研制”和“军事作业条件下口腔疾病防治
药物的研发”等 17 项军事医学课题研
究。其中，麻醉科主任徐礼鲜研发的高
原医用液体治疗仪和口服高氧液等，开
创了高原人体供氧治疗的新渠道，先后
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授鱼”与“授渔”都

不能少——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

疗队”

“刷牙时间每次不能少于几分钟？”

“剧烈运动可能对牙齿增加哪些风险？”
在空军某机场，医疗队利用下基

层服务间隙，组织了一场口腔知识竞
赛活动。官兵们踊跃参与，积极学习
口腔护理知识，掌握口腔保健技能。
“一线官兵需求的不仅仅是健康

诊疗，更需要科学的健康理念和管用
的健康技能。”“车载医院”组建之初，
该院党委就意识到，口腔服务下基层
的次数和受益面有限，但官兵们的口
腔防护一天不能间断。“授鱼”与“授
渔”都不能少，既要通过下基层服务为
官兵送医送药，更要做好相关技能和
知识的普及与推广，留下一支“不走的
医疗队”。

在沿海某部队，医疗队被官兵们誉
为“传播口腔健康的宣传队、培训防护技
能的教练团”。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在基
层部队开办口腔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200
余场，沿途向基层官兵发放《军人口腔保
健手册》《军人口腔健康 100问》20余万
份，有效提升了官兵们自我保健意识和
防护技能。

军队的使命是打仗。该院《严重颜
面战创伤缺损与畸形的形态修复和功
能重建》《颌面战创伤临床救治与基础
理论研究》课题，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二等奖。如何让科研成果尽快转
化为实战技能，课题组雷德林教授牵头
组建应急分队，制定预演方案，编印了
数千本《颌面战伤紧急救护手册》。他
们先后赴 5个旅团级单位，展开多批次
演示，把所有的一线卫生员培训了一
遍。某舰艇大队领导感慨地说：“多亏
了这支医疗队，把我们多年想搞而没有
搞成的课目补上了。”

医疗队在巡诊中还发现，上级为团
以上单位配发的牙科治疗器材，因无专
业的操作人员，不少都“躺”在仓库里。
院党委意识到，仅凭自己每年有限的下
部队巡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依托医院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一
批扎根基层、技术过硬的口腔医学专业
人才。

急部队所急，为打仗所急。该院在
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先后投入 3000余万
元建成了“国家级教学示范中心”，除了
按规定执行上级赋予的培训任务外，他
们还自掏腰包，组织教学力量，给基层预
留名额，只要基层提出需求，全部无条件
接收。

据该院院长张铭介绍，秉承一流的
技术为兵而医，一流的成果为战而研，
一流的人才为军而育的宗旨，近年来，
医院在全军范围内举办了 17期口腔诊
疗技术专业培训班，免费培训基层部队
自主选送的军医千余名，培养了全军
90%以上的口腔医生和口腔科主任，从
源头上缓解了基层部队口腔医生紧缺
的现状。

版式设计：梁 晨

“车载医院”一跑就是14年
■胡瑞智 徐水桃 苏玉军 本报记者 胡春华

特别关注

机动卫勤，是指采用机动方式实

施卫勤保障和卫生救援的一种模式。

鉴于口腔疾患的普遍性和对战斗力的

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军队将口腔机动

卫勤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平战结合的

卫勤保障体系。

资料显示：美军很早就对军人实

施口腔健康分级与就绪管理，口腔健

康评定合格是外派执行军事任务的必

备条件。英军、德军、加军、澳军等都

设有机动牙科部队。不难看出，牙科

机动卫勤已经成为外军的普遍做法，

其主要任务是对所在地区或部队提供

有效的牙科勤务支援。

我军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官兵对口腔疾病治疗需求率较

高。由于口腔医疗力量多集中于大、

中城市，多数基层部队驻地偏远，官兵

就诊困难。一些官兵口腔疾病一旦加

重后送治疗，往往已经耽误最佳治疗

时机。

相关文件明确规定，部队医院口

腔科每年必须定期派口腔医疗队到部

队巡回医疗，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

因，各医院每年临时派出的口腔医疗

队服务范围和内容有限，远远不能满

足基层官兵的口腔医疗需求。

口腔健康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标志之一，口腔机动卫勤服务是现代

卫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不断提

高我军官兵口腔健康水平和保障部队

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有关方面根据我军官兵口腔

疾患特点尽快研究制定军人口腔健康

分级与标准，建立军人口腔健康评价制

度，为口腔卫勤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提

供政策依据。应尽早建立口腔机动卫

勤组织体系，承担体系部队口腔卫勤保

障和自我建设。进一步研制通用的口

腔机动卫勤装备和器材，并尽早列装到

各级口腔机动卫勤分队。充分发挥军

队口腔医学院校的优势和作用，深入开

展口腔机动卫勤理论研究、人才培养、

继续教育以及实践指导。

一个不容忽视的机动卫勤课题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王胜朝 李 刚

图①：医疗队赴空军驻西藏某场站巡诊后合影。图②：“车载医院”登陆某海岛。图③：医疗队赴驻戈壁滩某部巡诊。 李西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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