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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白的燕帽， 象征着圣洁的天使； 燃烧的蜡烛， 象征着“燃烧自己， 照亮

他人” ……他们就是被尊称为“白衣天使” 的护士。 他们接触病患时间最长，

工作量大， 同时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 然而， 如今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

对护士的工作不够理解。 5 月 12 日， 本报记者兵分六路， 深入到我市六家医

院， 亲身体验了部分护士的工作过程。

在精神康复中心工作久了， 护士

的性格会不会发生改变，会不会被“精

神病”？

“这个可以放心，我们不会被‘精

神病’的。 之所以有人担心，是因为他

们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 ”孔凡文说。

孔凡文介绍， 首先大家从事这一

专业，清楚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懂得

自我调节；其次大家通过定期减压会，

工休座谈会、户外运动、素质拓展等把

不良情绪释放掉了。

“只要把心态放平，是没问题的。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大家都不干这一

行， 这么多患者谁去帮助他们重新回

归社会。 ”从事二十余年康复护理的护

士杨建新说，虽然自己曾多次受伤，也

有过换工作的想法， 但当看到经过自

己护理过的病人幸福地回归家庭和社

会时，他很欣慰，因此坚持了下来。

“精神科的护士们， 工作环境差，

压力大，容易受伤，容易被人‘另眼看

待’，但他们仍然默默奉献，用实际行

动实现了自我价值， 他们值得大家尊

重和社会重视。 ”孔凡文说。

国际护士节

压力大 很“受伤”

———走近精神康复中心的心灵守护者

每天面对生离死别

———肿瘤科护士工作的

“精、细、碎”

□晨报记者 李丹丹

换上护士服，核对医嘱，每间病房、每

个床位地查房， 挨个儿询问病人夜间的病

情变化以及新入院病人、 危重病人和即将

出院病人的情况等， 5 月 1 2 日是国际护士

节，记者来到鹤壁市京立医院肿瘤科，亲身

体验这里护士工作的“精、细、碎”。 7 时 3 0

分，以王永利护士长为组长， 4 名护士组成

的白班小组认真娴熟地与夜班组进行了交

接班。

时间：8时

13 日上午，外边下着雨，京立医院肿瘤科的走

廊中十分安静。“今天来办理住院的患者不是很多，

这和天气有很大关系。 ”王永利告诉记者。

8 时是打针换药的时间， 记者跟随护士王文燕

穿梭于各个病房，给患者输液、打针、换药……四年

多的护理工作让她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

肿瘤科的护士胸前都戴着一块儿表，“我们称之

为护士表。护士表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什么时间该换

液体、每分钟液体的滴数等都需要靠它来计算，并逐

项填在表格上。 ”王文燕告诉记者，一旦患者的液体

快输完时，只要他们按呼叫器，护士们就立即为其更

换液体，尽量不让患者产生不满情绪。

王永利告诉记者，护士的工作需要“三查七对”，

“我们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这个步骤。 ”床号、姓名、

药名、浓度、剂量、时间和用法，是核对七要素，“三

查”则是在操作前、操作中和操作后都要完成“7 对”

工作。“每名护士都要将‘三查七对’牢牢记住，在操

作中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王永利说。

时间：9时

当日上午，有两个患者需要进行穿刺手术，查房

结束后， 王永利和另外两名护士便开始准备手术所

要用到的工具。王永利告诉记者，在多年的医护工作

中，她经历了无数次手术，如今，面对手术已经毫无

恐惧，更多的是责任。“护士的工作琐碎而精细，”王

永利说，“这就要求我们丝毫不能马虎，比如扎针，在

尽量降低病人疼痛程度的情况下，要‘一针见血’，这

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投入全部精力。 ”

王永利说，人们把医护工作者称为“天使”，这个

名字的背后是说不尽的辛酸和劳累。“护士不仅要为

病人清洗口腔、洗头擦浴、翻身按摩、清理便溺等，还

要进行用药观察、调节体位等专业护理。 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 最忙时，恨不得在脚下装个‘风火轮’。 ”

时间：10时 25分

此时，一位住院的老人想上厕所，他按响了呼叫

器。 记者跟王永利一起前去查看。“这位老人的儿女

忙于工作，平时几乎没人来陪他，陪他的老伴不小心

摔伤了胳膊，现在，老人的吃喝拉撒都是护士帮忙。”

王永利说，“我们帮老人打水、打饭、喂饭。其实，这些

工作已经超出了护士的工作范围。 而像他这种情况

的住院患者还有很多。 ”

王永利说，肿瘤患者不仅要承受身体中的痛苦，

还要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除了常规护理，我们必

须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把患者当做家人照顾。 ”

“不管我们有多少烦恼， 只要换上这身护士服，

就要把所有不良情绪压下去。 ”王永利说，每天面对

生离死别，她最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最让

我们高兴的事，莫过于看着患者一点点好起来，离开

医院。 这种心情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对我们来说，它

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

□晨报记者 夏国锋

“每天出门前，我都会习惯性暗示自己放松一点儿，把最美的

微笑带给患者。” 5 月 1 1 日，市中医院精神康复中心的护士陈平玲

在谈到对工作的感受时说。

今年 2 2 岁的陈平玲是康复中心里年龄最小的护士， 来这里

工作之前，她做足了思想准备，可上班后她仍然经历了很长一个

适应过程。“在这里工作，每走近病房区一步，紧张感就会多一点，

因为我们既要看护好病人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陈平玲说。

压力很大很“受伤”

市中医院精神康复中心精神科的

牛春甫副主任说， 精神病科的护士不

同于其他科室的护士， 他们大部分时

间和精神病患者在一起， 时刻观察患

者的情况。 在这里，遭到患者辱骂甚至

挨打是常有的事，护士的压力很大。 可

他们常常不被社会理解， 经受着异样

的眼光。

“我们中心有 5 名男护士，5 名女

护士。 最小的 20 多岁， 最大的 50 多

岁。 ”护士长孔凡文说，当班护士每天 8

时接班，随后要查看患者的情况，为其

整理病床，进行基础护理和相关治疗。

按照要求，这里一般不让家属陪护，患

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护士都要照顾到。

“下午完成相应治疗后，我们组织

患者开展活动，如看书、下棋、看电视

等，以此防治患者社会功能退化。 晚上

还要指导或帮助患者做生活护理，看

电视等，20 时 30 分后患者休息。 患者

睡后， 护士每隔 15 分钟查房一次，防

止病人出现意外。 由两人值班，他们一

晚上不能睡、 不能躺， 只有不停地巡

查，直到交班。 ”孔凡文说。

在病房区，48 岁的老护士齐宁的

小拇指和无名指根部的疤痕引起记者

的注意。 她说，这是去年给一位病人输

液时，稍没注意，她的手就被病人咬住

了，当时就把肉都咬烂了，这让她至今

仍心有余悸。

“我最对不住的是父母，他们每天

被病人骂一遍；最感谢的是爱人，他一

直默默地支持我， 帮助我缓解工作上

的不良情绪。 ”齐宁说。

看护患者像对待亲人一样

“来这里住院的人，多数患有精神

分裂症、抑郁症和情感障碍等，他们多

疑、妄想，很多患者具有攻击性，家属

管不了才送到这里。 只要是送到我们

这里，即便再困难，我们也要尽力治好

他。 ”孔凡文说，精神病患者不同其他

患者，需要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得

好，病人康复得也快，这就要求医护人

员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像对待亲人

一样看护患者。

孔凡文介绍， 患者从洗头、 洗衣

服、剪指甲到起床、睡觉都是在护士的

监督下或协助下完成， 如果是木僵的

患者，翻身擦洗、喂饭等都得护士做。

“病人不能离开护士的视线，这个工作

枯燥无味， 像全职保姆一样， 没有耐

心、爱心和责任心绝对干不好。 ”孔凡

文说。

护士田庆科说， 在这里要把患者

当成朋友，尽可能多地了解患者，这样

就不会被他们怪异的表情影响， 也会

减少被咬伤、 踢伤或抓伤的几率。 此

外， 了解患者也有助于帮助病人早日

康复。

“患者一分钟前可能是安安静静

的，一分钟后就可能发病，这需要护士

有很强的责任心， 同时熟知患者的病

情。 ”护士齐宁说，不怕病人乱，就怕他

们静，如果病人安静了，就要立即查看

他们是不是犯病了， 或吃了什么异物

没有。 总之， 要像看孩子一样照料他

们，知道他们想什么，哪里不舒服。

很正常，不会被“精神病”

婴儿护理

很累很欣慰

———婴儿洗澡间护士的

甘苦

有这样一群特别的护士，她们的工作

枯燥单调，一年最少有 3 0 0 天以上，在一

间蒸笼似的大房间里， 为婴幼儿洗澡，王

晓丽就是她们中的一个。

13分钟洗好一个婴儿

5 月 11 日 9 时， 当记者赶到市妇幼

保健医院的时候，护士王晓丽已经送走了

两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正准备给第三个

婴儿洗澡。 记者在一旁观察到，王晓丽动

作娴熟，她用左手托住婴儿头部，拇指及

食指将婴儿的两耳向前按住，以防止洗澡

水流入耳内，先用小毛巾洗头、颈、腋窝、

胸部、两臂和手，然后将婴儿翻过来，用左

手托住婴儿的右腿， 开始洗身体下部，最

后洗下肢和脚。 给婴儿洗完澡后，王晓丽

把婴儿放在准备好的浴巾上， 拭干全身。

随后，她在婴儿的腋窝、腹股沟、颈部等部

位涂润肤油，给婴儿做抚触。

这一系列动作的完成，王晓丽仅仅用

了 13分钟。

到 11 时 30 分， 记者粗略计算了一

下，王晓丽一人就给 15名婴儿洗好了澡。

在给婴儿洗澡期间，王晓丽还一一解答带

婴儿来洗澡的年轻母亲的提问。

王晓丽告诉记者，给婴儿洗澡并不容

易，水温、力度、清洗部分，甚至拔澡盆塞

子都要小心翼翼。

婴儿的笑是最大的安慰

一年最少有 300 天以上，王晓丽都要

在这个闷热的大房间里给婴儿洗澡。这里

潮热，哭声一片，记者的额头出了不少汗，

王晓丽的工作服早已湿透了。

负责给婴儿洗澡的除了王晓丽，还有

另外一名护士。 由于人手不足，市妇幼保

健院耳科的王丽娟有空的时候也来帮忙。

王丽娟告诉记者，“干这活儿需要耐心，晓

丽有 10多年的工作经验，责任心很强，每

天早来晚归。 ”

王晓丽对记者说：“在这里工作最重

要的就是责任心。 婴儿快乐、家长满意就

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整天给婴儿洗澡，下

班后腿都是肿的， 苦点儿热点儿我不怕，

怕的是给婴儿洗不好。 当我给他们洗好

澡，涂上润肤油，做完抚触，看到孩子露出

笑脸，就觉得特别欣慰，也很有成就感。 ”

□晨报记者 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