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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太钢总医院（山医大六院）
广大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
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第一线。
先后有十批，共24名医护人员
支援到湖北和太原市第四人民
医院，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用白衣天使“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的大爱情怀温暖
着每一位患者的心。

今天就让我们用文字为大
家讲述两位奋战在抗击疫情一
线90后女孩的“战地”故事。

芦丹，迎新院区检验科技
师、共产党员，2月5日出征，支
援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每次进入PCR实验室前她
都要“全副武装”，从进入实验
室前的准备、接收标本到发出
结果，一般要在7个小时以上，
而且必须等到确认无误，发出
结果后才可以出实验室。7个
多小时不能吃饭、喝水、如厕，
每次工作结束，人就处于一种
虚脱的状态。

2 月的龙城天气还是很
冷，尤其夜间，实验室内温度
比白天低了许多，晚上工作
时，虽然穿着密闭的防护服，
带着两层手套，手指还是被冻
得僵硬 ，需靠搓手来保持手部
的灵活性。

由于核酸检验的灵敏度极
高，操作中细微的差别便可导
致检验结果失之千里，因此在
实验室的每个动作都需要慢、
稳、准，有时候甚至需要屏住
呼吸，以免呼气造成护目镜产
生雾气，严重影响工作状态。
而且处在实验室核心区的两
人小组必须相互提醒，互相核
对，保证加样无误，操作零失
误，为临床提供精准的检验结
果。她的工作离病毒最近，芦
丹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
幕后英雄，行走在刀尖上的90
后“防疫尖兵”。

郑晓慧，迎新院区 CT室技
师，2月22日出征，驰援武汉光
谷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晓慧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对
舱内800多位住院患者进行胸
部CT检查。大号的防护服穿
在她娇小的身躯上，看起来就
像一只充了气的“大白”，她需
要慢慢地下蹲，把防护服里的
空气一点点排掉，尽管这样，她
看起来还是很“臃肿”。因工作
需要她一会儿站起来帮助患者
摆体位，一会儿坐到电脑前查
看检查结果，充满水汽的护目
镜让她的脸几乎贴到了电脑屏
幕上。

为了避免防护服破损造成

感染，她的动作幅度不能太
大，所以每完成一位患者的检
查都会比平时用的时间更多、
更长。

第一天上班时，她用同事
介绍的护目镜涂碘附不起雾
方法对护目镜进行了处理，整
整一个班，她的眼睛被碘附刺
的酸疼，想流泪，但又干涩的
流不出来。更加糟糕的是刚
工作一会儿，她的头皮就开始
刺疼，原来是头发上的卡子被
护目镜的带子压住，刺到头皮
里了，她没法调整卡子和护目
镜的位置，只能忍着疼痛继续
工作。

工作结束脱防护服时，队
友的护目镜带子突然断掉了，
她眼疾手快，迅速帮他压住护
目镜，等队友安全脱掉防护服，
晓慧才开始脱自己的。一场意
外有惊无险。

后来她把这些经验教训告
诉了身边的同事，避免大家犯
同样的错误。这就是90后CT
技师郑晓慧的故事。

“战地”故事每天都在发
生，90后的她们用实际行动书
写着不平凡的逆行战“疫”故
事，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战
歌。请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
——90后最美逆行天使！

90后女孩的“战地”故事
通讯员 赵俊梅

最近，看到一本书，很喜欢，读后，感受
颇深。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平凡的人在
平凡的岗位上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他们或
许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没有宏伟远大的
抱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骄人突出
的业绩，但他们每天都在默默地履行着自
己的职责，重复着简单而又琐碎的工作。
然而，正是他们在工作中做出的一点一滴
微不足道的贡献才成就了公司这个大集体
的荣誉。我们每个人应该为自己是一个平
凡的人而自豪，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份工作
都不平凡。

从古到今的那些成功者，他们之所以能
在某一领域获得非凡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
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怀有这些职业美德:好
的心态、较强的责任心、忠于职守、爱岗敬
业、火热的激情以及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
学习精神。

我们要想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只有拥
有积极的心态，才能做出成绩，责任心让平
凡的工作变得伟大。我们要想在平凡的工
作中创造出骄人的成绩，必须要有强烈的
责任感，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忠于自己的
工作，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忠于自
己的岗位，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工
作激情是创新工作、追求卓越的动力所
在。因此，只有让激情与我们同行，才能让
平凡的工作放出光芒。我们要想在平凡的
工作中有所突破，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的学习，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孜孜求索。我
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取，才能在平凡的
岗位上尽情展现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不论
我们的工作多么平凡，只要坚持不懈地干
下去，用心领悟工作的真谛，感受工作的快
乐，天长日久，就会在平凡的工作
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在我所工作的地方，有很多
人这样的人，多年来默默地坚守
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谱写一首首动人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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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休整，可以静下心来捋一捋思绪，总结总结近
期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今天说一说我们感染病房里的
护士。

对于疾病，人常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也
有说“三分病，七分养”。都强调了在疾病康复过
程中自身养护和专业护理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起
到至关重要决定结局的作用。

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现代护理学鼻祖南丁
格尔通过提高护理水平，使英军伤员死亡率从
42%迅速下降到了2%，世界为之震惊。在本次我
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护理的重要性也凸显
的淋漓尽致。疫情初发时，没有想到此次疫情如
此凶猛，各方面都缺乏相应的准备。从物资到医
院，从病房床位到医护人员。由于护理人员的严
重短缺，再加上该病的传染性不允许家属陪侍，不
光一些住院患者的生活护理存在困难，就连及时
更换吊针、口服药的喂服、生命指标的监测，获取
这些基础护理也有时跟不上。

然而，这些不能怪护士。因为她们太忙了，太
累了。严实的防护服增加了她们的负担，三层手套
限制了她们手的灵活，双层口罩外加防护衣的遮挡
使她们走路都气喘，防护镜的雾气迷蒙了她们的双
眼，不停的呼叫声、报警音、监护屏幕数字的闪烁让
她们头晕耳鸣……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要完成各种
操作，测量各种生命体征，进行各种记录……她们忙
得甚至忘记了自己头痛、憋闷和各种不适，一直不停
地在病房间穿梭，近于跑动。一个班次少则四五个
小时，多则七八个小时！如果允许带上手机的话，一
个班下来“微信运动”步数应该在1万以上。等到下
班，她们有的累倒在缓冲间，有的在电梯里站着就睡
着了……

随着全国各地支援大军的到来，一切都得到
了改观。湖北的医护战友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我们所在的湖北仙桃，一个22张床位的重症病区
每个班护士由过去的6~8名增加到10~12名，轮换时间

由近7小时减少到4小时，采取包床到人的方法，大大
降低了护士劳动量，也提高了护理质量，为提高患者舒
适度、改善患者预后做出了贡献。

如果有人说，一个护士管理两个患者应该不是很
累吧，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一，上班四个小时，即便啥都不干一直憋着、闷
着，都可能因缺氧而感到头晕、憋闷或恶心、心慌；第
二，按院感规定尽量减少与患者同处时间，所以除了必
要的处置，必须隔几分钟就要进出病房观察病情变化，
累了只能在墙上靠一会儿；第三，这一类危重患者的特
点均以呼吸困难为主，大都头脑清醒，时刻会有自己的
需求：吃饭问题，大小便问题，咳嗽、咳痰问题，以及正
常的治疗问题等；第四，让人头疼的当地方言以及因患
者躁动不配合治疗的问题；第五，护士们听起来一个班
四个小时，但如果算上排队穿、脱防护服，以及床头交
接时间，一个班要消耗七八个小时以上。

除了体力上的劳累，更多的还是技术上的考验。
我们都知道，即便平时病了扎针输液也不可能百分百
做到一针见血，在感染病房里隔着三层手套，眼前朦
朦胧胧，大多时候根本看不见血管，只能凭指尖的感
觉，其难度可想而知。有时患者因血管条件差，扎一
个静脉留置针甚至需要一个多小时！所有患者每天
都要从桡动脉或足背动脉采血气分析，对护士们也是
一个挑战。

无创呼吸机在重症病房应用极为普遍，从呼吸
管路的连接、气道管理到呼吸机各项参数的监测和
调节，对 ICU 护士来说应该不难。但有不少支援来
的护士不是呼吸或者 ICU 专业的，即便进
行 了 临 时 培
训 ，也 很 容 易
犯错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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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病房里的“妈妈”
杨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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