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编辑 / 徐舒帆 美编 / 姚倩倩 TEL：0392-2189936� E-mail:qbwbwn@126.com

淇河晨报

07

每人每天至少要走 8000 米

□

晨报见习记者 席适之

2012 年 5 月 12 日 7 时多，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工作人员已经到齐开晨

会了，前一天值班的两名护士就所有住院的产妇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交接班

结束后，白衣天使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陈瑄是妇产科的一名责任护士，自 1993 年参加工作以来，已有 19 个年

头了。 每天一上班，她都先去巡视病房，到自己负责的每个病房中与产妇交

流一会儿，在了解产妇身体状况的同时，关心的话语拉近了护士和产妇之

间的距离。

当天，一位原本准备顺生的产妇，由于忍受不了子宫收缩的阵痛，

想要选择剖宫产。陈瑄给她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讲了很多顺产的知识，

随后又去做产妇家人的思想工作，让家人为她加油打气，帮助产妇

克服心理障碍。

陈瑄对记者说，像这样的产妇很多，她们并不是忍受不了疼

痛，而是心理上承受不了，应多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和沟通。

除了产前需要给产妇进行沟通，很多新手父母面对新生儿

会手足无措，甚至不知如何对孩子进行喂养，此时，护士们就

要耐心地指导他们，给他们讲解育儿知识。 如果有新生儿哭

闹不停，护士们还会帮家属分析孩子哭闹的原因，并细心

指导父母解决。

巡视过一遍后， 陈瑄推着满满一治疗车的液体，开

始为产妇们输液。 她告诉记者：“除了照顾产妇，我们

还要及时打扫病房卫生， 让产妇有一个干净整洁的

疗养环境。 ”

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接待的多是本地病

人，到此生产的人会带很多日用品，东西一多，病

房就显得有点乱。“每天早晨我们要对房间进

行初步整理。 从第一床整到最后一床，大概需

要一个多小时。 整完以后我们在巡视病人的

过程中， 还要继续整理， 保持病房的整

洁。 ”陈瑄说。

除了日常护理，护士们还需要配

合手术，做术前准备，术后给家属

讲解如何照顾产妇，并及时监

控产妇术后的恢复情况。

因忙于护理工作，妇

产科的护士们无暇照顾

父母和孩子， 只好把

家庭重担抛给家人，

甚至逢年过节的时

候 ， 她们也必须坚

守 在 自 己 的 岗 位

上。有时，好不容易

能休息一天，突然

进行的手术 或 病

人增多，她们就得

立即赶回医院。

“做护士很

辛苦！ 但每天

听 到 新 生 儿

的啼哭，感受

新生命的降

临，也很幸

福！ ”对于

自 己 的

工 作 ，

陈瑄如

是说。

下班第一件事

就是洗澡

———市传染病医院护士的一天

□

晨报见习记者 李旭阳

李艳， 年仅 29 岁的她已经在市传染病医院工作近 10

年。 10 年前，从护理专业一毕业，她就来这里上班，如今，李艳

已经成了一名护理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了。 记者 11 日当天

的工作就是跟随李艳，体验她的工作。

“在传染病医院做护士与在综合性医院有什么不同？ 是

不是更危险一些？ 你害怕不害怕？ ”记者一见到李艳就问，她

的同事笑着说，“不论哪儿的记者来采访，都会问这个问题。 ”

尽管如此，李艳还是耐心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传染病医院

对护士的要求更高，因为接触的患者较特殊，我们在为他们

服务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自己的防护。 我们每天上班要换上

隔离衣，然后戴上口罩、手套、帽子。 医院有洗澡间，下班后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再换上干净的衣服。 当然，相对其他

医院，我们的工作危险性是高一点，但我们不害怕被传染，因

为我们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另一方面也能做好自我防护。 ”

8 时，李艳和两名同事一走进工作间，开始按照房间、床

号、姓名对药物进行分类。 李艳告诉记者，他们在为患者准备

当天上午的药物。 记者看到，一张长约 5 米的治疗桌上，摆满

了大大小小的瓶子。 当天，李艳护理的是感染病区，共有住院

患者 58 人。 李艳说，每个病人平均上午需要输 6 瓶液体，这

就意味着她们要准备三百余瓶液体。 记者问，当天上午的工

作要持续多久，李艳说差不多到 10 时。

记者看到，她们不但要把病人需要的药物准备好，有些

药物还需要与其他药物混合，所以，准备工作进行得并不快。

当天的护士只有她们三个，从一开始，三名护士一边准

备药物，一边接听呼叫器，看哪个病房呼叫，就派一个人过去

查看，三个人忙个不停。

9 时 30 分，护士站的呼叫器响得越来越频繁，另外两名

护士根据呼叫器的提示到各个病房查看，留下李艳一个人继

续分拣药物。

“这么多药物分拣起来很繁琐， 容易出错

吗？ ”记者问李艳，“要想当一名合格的护士必须

细心认真， 我们分拣药物时， 要求做到‘三查七

对’”，李艳说，所谓“三查”，即在操作前、操作中、操

作后检查用药是否正确，“七对”则是指在给病人送药

的时候要对病人的床号、姓名、药品名称、浓度、剂量、

用法、用药时间进行核对。

药物分拣完毕，李艳将所有的药盒、瓶子、针头等垃

圾分类装到垃圾箱内并清理， 然后将用过的器械放到一个

盛了消毒水的水桶里浸泡。 李艳告诉记者，每次工作完毕之

后，她们都要对器械进行彻底消毒，并将房间打扫干净，这

与其他医院相比，要求更高。

做完这些工作， 三名护士开始穿梭于各个病房，为

病人输液。 凡是进入传染病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都是

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住院恢复治疗，很多患者每天

都要输液，这也是护士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李艳说，

给患者输上液， 也不意味着能坐下休息了， 接下

来，他们还要为病人准备口服 、注射 、静推的药

物。 记者看到，虽然护士站有休息的地方，但从

她们踏进工作间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而且基

本上都是跑着工作。 记者站了半天觉得腰酸背

痛，就问她们：“每天这样工作能坚持得住吗？ ”她

们笑笑说，都习惯了。

11 时 30 分，本来已经可以吃饭的她们忽然又

接到一位新来的患者，她们又重新忙碌了起来，为

这位患者办理住院手续，整理床单，建病历……

李艳笑笑说，“我们又要忙了，吃饭可能要到下午

了。 ”

非典、禽流感、艾滋病……提起传染

病，普通人都害怕，若谁不小心患上传染

病，周围的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

有这样一群人， 她们每天都要和传染病

患者近距离接触，还要对其进行护理。 他

们就是市传染病医院的护士们。 5 月 12

日是第 100 个护士节，11 日， 记者走进

市传染病医院，体验护士们的工作。

用爱托起新生命

□

晨报记者 苗苗

5 月 12 日是第 100 个国际护士节，节日前夕，记者走进鹤煤

总医院大外科，体验“白衣天使”的工作。

10 日上午， 在鹤煤总医院五楼， 护士长王萍正一边接听电

话，一边嘱咐护士准备病人输液的液体。“药物核对过了吧，该到

病房扎针了。 ”王萍放下电话后便和治疗班护士马晓燕一同进入

了病房，为胃穿孔患者陈明（化名）换液体。躺在病床上的陈明，看

了一眼扎好针的手腕后，便轻轻地闭上眼睛。

记者随王萍回到了配药室， 一阵悦耳的音乐声又响了起来，

她告诉记者，这是又有病人需要换液体了。 记者随着她们来来回

回走了几趟，工作内容虽然不复杂，却是枯燥乏味。

王萍的基本工作有这几个环节：1.接医嘱；2.到药房取药；3.

核对、准备液体和加药；4.到病房给患者输液；5.至少进行 2 次观

察和巡视；6.输完后拔液体针头。 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这 6 个步

骤看似简单，而且护士站与病房之间并无多远的距离，这只是给

一个病人输一次液所要做的工作。

记者简单地计算了一下， 护士站和病房之间最多只有 30 米

（按平均 20 米算），但护士们来来回回需要走 8 趟，一些病情严重

的患者每天需要输液 20 次（按平均 10 次算），科室内目前共有住

院患者 28 人（按需要输液病人 20 人算），最后再平均分配到 4 名

值班护士身上，他们每人每天需要走 8000 米。 此外，他们还要帮

助陆续出入院的病人办理手续，还要走更多的路。

王萍跟告诉记者，大外科的突发性事件较多，护理应急性较

强。 比如脑出血、阑尾炎患者，在其接受手术之后，护士

要进行术后整理、患者的复苏护理等工作，没有时间休息，

一天要工作 10 多个小时。

“她们对俺老伴照顾得可周到了！ ”70 多岁的刘大娘对记

者说，田大爷因为脑出血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输着液，还带

着瓶子呢，就给他换了衣裳，天天如此。 这都不是人家负责的事

儿啊，却尽到了这份心，我真是很感动！ ”刘大娘说，有时她在晚

上陪老伴时，因为太累，不由自主地就睡着了，然而护士们却整

晚都操着田大爷的心，隔一段时间就来一趟，查看病情。“别看这

都是小事，但是他们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真是比自家的儿女还贴

心！ ”刘大娘说着说着便用手揉了揉湿润的眼睛。

离开时，记者回望着那群身躯柔弱、步伐琐碎、往来于病床和

配药室之间的护士们时，不禁肃然起敬。

每年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 该节是为纪念

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劳伦斯·南丁格尔，

于 1912 年设立的。 设立国际护士节的基本宗旨是

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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