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的护理 同样的守护

看“白衣天使”如何用“专业”守护生命

2024.5.11星期六
责编/李松明 美编/鲁璐 文检/孙小华A04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姜宗延 摄影报道
提起护士，你会想到什么？是打针发药？是提醒患者量体温、做检查？还是只给医生打打下手？如果只能想到这些，那说明你真的不了解这群白衣天使。
随着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护理学发挥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些你眼中的“打”“发”护士早已成长为医疗系统“半边天”。他们带着

“白衣天使”的光环，苦练技能，他们的业务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临床，他们也可以参与管理、教学甚至科研，他们用“专业化”“专科化”，在不同的护理岗位践行
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服务理念，他们用同样的守护“温暖每一位患者”。

在第113个护士节前夕，记者走进烟台毓璜顶医院，走近这群特别的白衣天使。

在毓璜顶医院中区手术室里，心电
监护仪的嘀嗒声与手术器械的精准碰撞
声交织成一首生命的交响曲。在这紧张
的乐曲中，有一群守护天使——手术室
护士，她们以严谨的态度、专业的技能、
精湛的技术，以及对患者深切的关爱，默
默地为手术的成功保驾护航。

副护士长姚杰和同事们一起尽职
地守护在患者身边，做好每一个细节的
操作，确保手术各道环节紧密衔接、顺
利进行。这是她在毓璜顶医院手术室
工作的第20个年头，经年累月的实践和
探索，让她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手术
室专科护士。

“手术室的护士分为器械护士和
巡回护士两大类，器械护士在台上和
手术医生默契配合，确保手术器械的
精准传递和无菌物品的管理。巡回护
士则如同‘中枢调度员’，既要保障手
术台上物品的供应，又要关注患者生
命体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确保手术
顺利进行。”姚杰在忙完一天的工作

后，终于有时间坐下来接受采访，“优
秀的手术室护士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
素养和预见能力，我们不仅要熟悉各
个专科手术的全流程和手术室里的全
部仪器，还要精准预判手术操作，以便
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手术室护士就是
手术医生的‘另一双手’。”

实现这些，并非易事。熟能生巧、不
断学习，是姚杰20年护理工作的真实写
照。“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手
术质量，每天睡觉前，我都会复盘当天的
手术和工作，哪个环节需要改进，然后一
条条记录下来，科室也会定期将每个专
科手术中的手术配合细节整理成标准化
步骤，让大家共同学习。另外我们会组
织各种形式业务培训，包括疑难病例讨
论，不断总结分析在疑难复杂手术中可
以去探索改进的部分，以便为患者和医
生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除了专业上的精益求精，手术室
护士还肩负着给予患者心理支持的重
任。在手术期间，患者离开了家属的
陪伴，情绪往往最为紧张，身心也最为
脆弱。姚杰表示：“尽管我们与患者接
触的时间短暂，但这段时间却至关重
要。为了给患者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
安心的就医环境，我们持续探索并实
践各项护理措施，如利用中医穴位按
摩来缓解患者因紧张焦虑导致的血压
升高；实施牵手服务以及音乐心理疗
法等，旨在为患者提供温暖而有力的
心理支持。”

了解患者病情、核对医嘱、书写护理
记录和开展各项治疗……早上7点半，和
夜班完成交班后，毓璜顶医院西区ICU护
士于潇龙便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从2022
年入职至今，虽然于潇龙在这个岗位刚工
作两年，但他已经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护理

“小白”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护理“能
手”。由于ICU病房实行24小时无陪护
制度，所以护士不只负责患者的治疗、护
理，也承担了患者的生活照料。

“我们面对的是危重病人，而且与
其他ICU不同，我们科室的病人大多是
昏迷患者。所以，除了每天做好输液治
疗外，还需要给他们擦拭、翻身、吸痰、
清理排泄物等。这些工作虽然琐碎，但
却直接关系着患者的舒适度。在别人
眼里，这些工作也许很辛苦，但我觉得

这些辛苦是值得的。”提及工作，这个腼
腆的男孩儿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于潇
龙接着说：“我们一个护士通常需要照
顾两张左右的床位，作为离患者最近的
人，观察病人的病情，除了依据仪器设
备的数据外，更要有细致入微的洞察
力、恪尽职守的责任心、一丝不苟的执
行力，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生命。”

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从沟通宣教
到专科护理，从患者入院到出院……涉及
到患者护理的每一个环节，于潇龙都力争
做到最好。即便下了班，他也常常惦念着
自己守护的病人。“每一位来到ICU的患
者，都面临和病魔的艰苦博弈。未来我还
要继续努力、倾尽全力，更好为患者撑起
生命的‘保护伞’。”他说。

随着专业技术不断精进，烟台毓璜
顶医院目前有危重症护理、肿瘤护理、
手术室护理、儿科护理、产科护理等十
余个山东省专科护士临床教学基地，从
人才培养、专业水平、专业特色、专业服
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内涵建设，打造起
重点专业群。护理专业细化的同时，毓
璜顶医院也采取了“走出去”的护理理
念，“白衣天使”们带着高水平护理知
识，下沉基层，来到偏远乡村，用“南丁
格尔”之灯点亮生命之光。

从十月怀胎的翘首期盼到初生婴
儿的悦耳啼哭。今年，已经是毓璜顶医
院产房助产士吕文苓和同事们见证很
多家庭幸福时刻的第15个年头了。十
几年如一日的守护和陪伴中，不只有幸
福和感动，也时常有经历抢救母婴命悬
一线的危急关头。

“我们助产士每天面对的，不仅仅是
一个生命，而是两个甚至多个，这就要求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绷紧神经，不敢有丝毫
懈怠。”吕文苓告诉记者，“助产士也是产
科大队伍里的特别行动小队。主任们常
说先要产房安稳，产科才能安稳，我们不
仅要熟练掌握一般护理知识和操作，对
顺、难助产技术和生理、病理产科的识别
及处理也要精通。助产前辈们常说的‘十
年磨一剑’，大抵就是说想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助产士确实并非易事。”

“就在几天前，我就遇到过一例突然
病情变化的危重产妇。”吕文苓告诉记
者，那是个高龄初产妇合并先兆早产和
胎膜早破，临产待产期间突然自述胸闷
憋气。“按照常理，宫缩时精神过于紧张、

呼吸调节不当也可能会出现这类症状，
于是我立即让同事给她高流量吸氧，同
时心电监护。我留在床旁边指导她拉玛
泽呼吸法加强心理护理，边把床头慢慢
摇起抬高，希望能缓解她的不适。可即
便这样做仍毫无效用，自述不适感反而
加重，而且血氧饱和度也逐渐下降，很快
又出现了喉头异物感……”吕文苓迅速
做出判断——高度怀疑类似不典型羊水
栓塞！她立即原地呼救并启动科室相关
危重孕妇应急预案，一边汇报上级医师，
对患者进行抽血输液，果断使用对症药
物，为抢救母婴生命赢得宝贵时间；一边
现场组织成立抢救小组即刻剖宫产。随
着产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重症
医学科等抢救团队成员火速到场协作救
治，母婴最终转危为安。

除了与死神较量，针对孕妇们的焦
虑，毓璜顶医院还开展了助产士门诊。助
产士门诊开启后，产妇可以在28周以后
就与助产士见面沟通，她们会帮助孕妇解
答问题、缓解压力和制定个体化的分娩方
案。“另外我们还推出了‘一对一导乐陪伴
分娩’服务，让产妇拥有一个全程陪伴的
专属助产士，在产妇各个产程中，告诉孕
妇要怎么做才最好。当产妇感到焦虑抑
郁的时候，我们也会安慰、开导、鼓励她
们。”吕文苓说，“在各种助产技术及优质
服务的保障下，目前医院产科已明显降低
剖宫产率，促进了自然分娩，提升患者满
意度。因此，我们不单是助产士，更是陪
伴产妇的知心姐姐、贴心妹妹！”

一个个匆忙的背影，一辆辆担架车
疾驰而过，一个个身影紧随其后……在
急诊忙碌的人群中，记者看到了急诊主
管护师霍艳。为了不打扰她紧张的工
作，记者能做的只有等待。半小时后，
患者得到妥善安置，霍艳也能暂时坐
下，与记者面对面。

今年，是霍艳来到烟台毓璜顶医
院的第 15年。她虽然不是胸有惊雷
而面如平湖的上将军，但却总能在忙
乱中保持镇定从而帮助医生找到问题
关键。“病患被送到医院，我们急诊科
护士往往是救治他们的‘第一道关’。
病人一进来，急诊护士首先要对他们
进行预检分诊。将不同情况的患者进
行分级，分出轻重缓急，以便医生救
治，这非常考验护士的急诊专业能

力。”说急诊科护士是医生的“第二双
眼睛”一点也不为过。

几天前的一位患者正是得益于霍
艳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转危为安。“那
是个60多岁的男性患者，在家摔倒后
出现左侧肢体偏瘫，经过预检分诊，
我判断患者病情并不像家属描述得
那么简单，立即分诊为危重一级患
者，快速护送至抢救室，医生优先接
诊，最终患者确诊为心脏主动脉夹层
合并急性脑血管病，为患者争取了抢
救治疗时间。”

像这样的危重病人，在毓璜顶医
院急诊科太常见，“这就要求我们护
理人员能够与死神赛跑，不光要发现
问题，更要因地制宜地果断采取抢救
措施。在这里我们和患者家属的目
标是一致的，和时间赛跑，‘救’在生
死边缘。”霍艳说，“工作时间急诊护
士们忙碌在分诊、120出诊、抢救、治
疗等工作，工作之余我们还注重对公
众进行健康宣教和科普，比如常用的
家庭急救、脑卒中识别和就诊黄金时
间、心肌梗死的预防和急救等等。但
不管做什么，我们‘为病人急救服务’
的初心不变。”

姚杰

他们，是手术医生的“另一双手” 她们，是护理团队里的“特种兵”

他们，是急诊医生的“另一双眼” 他们，是无声的“生命守护者”

致敬最美的你致敬最美的你
——5·12国际护士节特别报道

吕文苓

霍艳 于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