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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理工作快一年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要急救病人的場面。

想起當天晚上，一聲頻繁的護士鈴聲響，在病房那端，家屬緊張的說著「我

奶奶怪怪的！」是學姊幫我接的。接下來到了病房，就聽到家屬一陣呼喊聲，

那時立即呼喊著奶奶，但是怎麼都沒反應，摸她的脈搏卻薄弱到摸不到，血

氧上不來，血壓好低。當時身為主護的我，好緊張，腦袋一片空白。這時學

姊開始發號施令，「急救車、電擊器」、「趕快打給值班醫師或是住院醫

師」……聽著學姊急促的聲音，頓時清醒，趕緊將自己的緊張情緒先收起來，

沉住氣，告訴自己現在不是害怕、慌張的時候，將學姊跟我說的事情一一的

去做。

住院醫師一到，開始一連串的急救流程，抽血、on endo、給藥、給氧……，
但看著奶奶情況越來越不樂觀時，醫師說：「call綠九！」很快聽到醫院廣
播傳出「綠色九號廣播，合心十一樓病房三 Axxx床綠色九號」。一下子陸
續來了好多的醫師、護理人員上來協助，大家喊著「血抽了嗎？」「EKG兜
了嗎？」「病人身上有接靜脈管路嗎？」「目前病人血壓、血氧多少？」「ICU
床訂了嗎？」「有人紀錄嗎？」……大家很有默契的團隊合作，用盡全力來

協助奶奶，而正在紀錄的我，看著大家一起來幫忙的畫面，很感動，同時也

瞥見病患家屬陸續到病房外，難過及不安的神情。看見學姊在門外幫忙安撫

家屬心情，每位護理人員擔任著不同角色，一起來搶救奶奶，時間滴滴答答

過去，每分每秒都是珍貴，過了不久，我們把奶奶送去外科加護病房了。

交完班，學姊一句溫暖的話：「還好嗎？」讓自己原本緊張、害怕及不

安情緒終於化成淚水潰堤了！心中冒出好多的想法，怎麼沒有再多去發現病

◆ 文／林于瑄  花蓮慈濟醫院合心十一樓病房護理師

  攝影／楊舜斌  

第一次
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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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于瑄：

我是前一陣子住院阿珠阿嬤的孫女小玉姊姊。

阿嬤轉到加護病房後，情況有穩住幾天，最後一

天意識很清楚。很開心的緊握著大家的手，她想

說話，但因為插管子而沒辦法。次日上午，因

心跳慢慢下降而辭世。我們都來不及見到最後一

面，護士說是睡夢中走的，所以沒有痛苦。她的

面容也像睡著一樣安詳。雖然有諸多不捨，但我

想她從這日漸衰退的軀殼裡解脫了！她也有機會

跟大家好好道別了！

感謝你及所有護士醫師們的細心照料！不管是

白天還是晚上的護士們，大家都很疼她！因為你

們的疼惜，讓她的病痛少了一分痛苦，多一分溫

暖。這對病人和家屬真的很重要。就像我說的，

你們都是穿著白衣的小天使，穿梭在病房間，幫

忙減輕病人的痛苦！感謝妳細心照顧我阿嬤，這

裡是一點小點心，一條給你，一條跟大家分享。

姊姊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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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況？是不是我若早點發現病人異狀，奶奶或許就不會這樣了？我之後

該怎麼面對家屬？當心中圍繞著好多好多自責的話同時，奶奶孫女來到護理

站，一開口，不是斥責大罵，而是感謝我們極力搶救奶奶，還給了我好大一

個擁抱，更讓自己哭到不行，家屬溫暖的心深深地環抱住我的自責心，讓我

可以釋懷、更舒坦些。

在那不久後的某一天白班，意外收到一件包裹及一封感謝信，使我回想起

當時的情況。手上握著薄薄的紙，卻感到如此沉重，知道後來奶奶當天使了，

深深的嘆口氣，或許這對奶奶是好的，沒有病痛帶著笑容離開。

很感謝家屬的感謝，很感恩那天一起幫忙的醫師及護理人員，極力的搶救

生命，每個人緊握著生命這端的繩子與死神強力拔河，雖然最終奶奶還是走

了，但是奶奶的笑容永遠存在我們心中。

回想起之前在當實習生時，護理長問我護理是什麼？那時我還停頓幾秒才

慢慢回答幾句話。但現在於職場上經歷許多事情，更能深刻體悟到護理的價

值及可貴，也了解到護理不單只是一個人就能完成，是需要團體力量才能完

成，每個人都是單獨個體，但是集合在一起發揮自己各自所長，形成強大的

陣容來幫助病患，使病人恢復心跳及康復，是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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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六月剛完成總醫師訓練，七月到花蓮來報到，那一年，花蓮慈

濟醫院剛滿二周年。轉眼間，我來花蓮已經第二十七年了。

其實在臺大醫院當總醫師時，臺南有一所大學醫院正在籌備中，是我的第

一志願，覺得自己應該能在那兒好好發揮所長。可惜當年脾氣不好，加護病

房床位有限，身為總醫師的我經常為了調整床位得罪了不少學長，及神經外

科的教授，所以在該院籌備會議中，教授的學生大力反對，我就不能過去那

家醫院了。幸好花蓮慈濟醫院跟臺大醫院建教合作，正在招募人才，所以我

們一票有二十幾個人，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就跟著學長蔡伯文醫師來到花蓮。

而我剛退休的爸爸、媽媽，及太太、七個月大的女兒，也跟著我一起來到花

蓮。

還記得那時候的醫院規模小，兩百床左右，外科醫師就只有簡守信醫師、

蔡伯文醫師跟我，全院的醫師大家都認識，所以感情好，與病人的互動也很

好。那時候，一般外科、心臟胸腔外科的手術，我都得做，而在一九八九年

二月十八日，蔡伯文學長和我，請老師洪啟仁教授前來指導，完成東部、也

是花蓮慈院的第一例開心手術。

接下來幾年間，同期來的學長、同事因為生涯規劃、孩子的教育問題，紛

紛離開了花蓮。五年後連學長蔡伯文也離開了，奉行「老二哲學」的我開始

認真地思考未來，當時與臺中的一家醫院都談妥了，準備離開花蓮。誰知花

蓮的土實在是黏人，我父母親很喜歡花蓮，我老婆很喜歡花蓮、就連我女兒

也喜歡花蓮，當然我也很喜歡，所以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也做好了「一人

科」的準備，繼續為花蓮的鄉親服務。

◆ 文／趙盛豐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外科主任

有情義的
開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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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我終於有了夥伴！張比嵩醫師本已是胸腔外科醫師，他是一

位認真負責的醫師，也非常好相處，可能看我一個人很孤單，一九九八年又

從主治醫師變回住院醫師，去臺北振興醫院學習心臟外科手術，二○○○年

回來，我們也設立體外循環小組，正式成立心臟外科團隊。隔年七月，完成

第五百例開心手術。從第一到五百例共花了十二年五個月。

二○○二年慈大第二屆畢業的張睿智醫師加入我們心外的家庭，那時我和

張比嵩醫師都很惶恐，平均一年不到一百例的手術，我們怎麼能訓練一位有

能力的心臟外科主治醫師？幸好隔年順利超過一百例達到門檻，所以取得心

臟外科專科訓練醫院的資格。二○○四年張睿智醫師順利完成所有訓練，也

取得專科醫師資格。

張睿智除了曾到北部地區受訓，二○○八年也到美國杜克醫學中心進修，

二○一三年回到花蓮，帶回來的不光是博士學位，還有國際水準的醫學教育

及研究方式，他馬上就承擔起「住院醫師臨床教學訓練計劃主持人」的責任。

張睿智醫師是花蓮在地培育出的第一位心臟外科醫師，接著，二○○六年，

慈大第四屆的鄭伊佐醫師也加入團隊，二○○八年獨立進行心外手術，也訓

練取得專科醫師資格。在二○○六年，我們團隊完成第一千例手術。二○○

九年，慈大第九屆的劉穎醫師也加入我們。

二○一五年一月十日趙盛豐主任分享於花蓮慈院工作二十多年的心路歷程。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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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二○一○年完成一千五百例，在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了

第二千例開心手術。

開心手術，聽起來很「開心」，其實這一路走來，除了面對重大的手術也

相對的承擔了一些變數及壓力外，也感恩團隊所有人，包括十二年來一直都

在的手術佐理員張雙輝、麻醉團隊、護理、開刀房、體外循環小組吳霜梅、

鍾秋玉、陳昱玲三位成員，大家的共同成就，才能從一人科到現在的心臟胸

腔外科團隊，圓滿兩千例的里程碑。

為了帶給病人更好更快、傷害更小的術式，團隊也展開新的方向，從二○

一四年九月開始朝向微創手術發展，二○一五年也將正式啟用達文西手臂，

讓術式的進行更加精緻。

感恩這些年來心臟外科團隊所有人的同心協力，新的一年，又有新的住

院醫師要加入我們團隊了，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大家庭。(整理／彭
薇勻 )

張睿智醫師 ( 中 ) 感謝趙盛豐 ( 左 ) 與張比嵩兩位老師嚴格又仔細的陪伴，讓他知道遇到再困

難的開心手術，背後都有靠山。攝影／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