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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搶救生命 疫不容辭

臺灣本土疫情來得又急又快，為了增

加確診病人的服務量能，原本只有一間

專責病房的臺北慈濟醫院在極短的時間

內擴增為五間專責病房、內科加護病房

的二十一張重症病床也再增加十二床。

病房性質的改變對臨床端的衝擊可想而

知，但秉著一股護理使命感與人傷我痛

的大愛精神，何佩柔、陳美慧、李麗珠、

賴昱伶四位護理長帶領同仁進駐病房，

冒著染疫的風險，展開兩個多月的「長

期抗疫」。

當病人的家人

事實上，何佩柔護理長正是二○二

○年間臺北慈濟醫院收治十七名確診新

冠肺炎患者的病房護理長。她說明：

「去年的病毒都是外來的，為避免再來

一波染疫病人，這一年間大家都戒慎虔

誠地訓練、提高專業。沒想到，就算做

了再多準備，還是趕不上今年疫情的爆

發。」事件來得突然，更難的是這次來

院的病人類型跟去年完全不一樣。何佩

柔護理長指出，二○二○年的住院病人

以「境外移入」和「家庭感染」為主，

年輕留學生占多數，他們恢復力強、多

是輕症或無症狀患者，加上熟悉 3C產
品，自理生活不成問題；但今非昔比，

二○二一年五月臺灣進入社區感染，本

土確診量大幅增加，患者以中老年人居

多，因為自身共病多、病情變化快速，

有很大的機會變成重症，最困難的是長

者對科技產品的不熟悉，在家人無法陪

伴在側的日子裡，「溝通」與「陪伴」

成了護理人員的工作日常。

九十歲的陳爺爺就是最好的例子。

輕微失智的關係，從加護病房轉到專責

病房後他的意識混亂、躁動，不是將保

護用的束縛帶咬爛，就是把房間弄得亂

七八糟。擔心陳爺爺自行下床會跌倒，

護理師貼心地將床墊移到地上，讓他安

文／廖唯晴

何佩柔護理長與徐榮源副院長討論開立專責病

房事宜。攝影／盧義泓

護理有愛 疫無反顧



人醫心傳2021.931

臺北慈濟醫院二○二一年新冠肺炎（COVID-19）抗疫動員實錄

心養病，但爺爺仍然繼續弄亂房間，甚

至去挖丟棄的隔離衣來穿。因此，護理

師走進病房，用溫柔的語調陪他說話，

告訴他：「爺爺，我們都是有讀書的人，

你平常在家會跟垃圾睡在一起嗎？我等

等幫你把環境整理乾淨，也拿衣服給你

穿，你跟我配合好不好？」

說來特別，那天之後，陳爺爺再也沒

有弄亂過房間，護理人員將束縛帶移除

後，他也聽話地上床睡覺。日子一天天

過去，大家漸漸發現爺爺只是不懂得表

達自己的需求，如果能好好跟他溝通，

他都會照做。出院前，可愛的陳爺爺早

已成為大家的開心果，還說以後要帶糖

果回來給護理師吃呢！

大無畏的使命感

從一般病房成為專責病房後，「三不

原則」就成為護理團隊的無形默契，許

多護理師不回家、不出門，也不主動對

家人談起自己的工作，這段時光裡，團

隊成員就是彼此的家人。陳美慧護理長

的單位原本是腦中風病房，加上她，病

房裡共有七位為人母親的護理師，她們

在疫情爆發的第一時間，二話不說申請

臨時宿舍，二十四小時待在醫院裡。

陳美慧護理長表示，這些護理師每天

工作之餘都會拿起手機，因為只有下班

後才有辦法跟孩子視訊。以劉怡秀、黃

玥綺兩位護理師為例，害怕自己因為捨

不得而想念孩子的劉怡秀護理師在疫情

爆發了幾天後，才敢跟兩個孩子視訊。

儘管孩子三不五時就告訴她：「媽媽，

不要管外面的病毒了，趕快回來、不要

賺錢了⋯⋯」但是面對這個大環境，她

還是擦乾眼淚，告訴孩子：「媽媽現在

要去消滅病毒，等到外面變安全的時

候，就會回家了。」黃玥綺護理師則是
文／廖唯晴

護理師將九十歲陳爺爺當家人照料，讓他平安

出院。圖／臺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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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歲的孩子託給媽媽照顧，每到假

日，自己再採買食材送過去。但她只會

把東西放在屋外噴上酒精，再隔著玻璃

門和孩子揮揮手、說說話，短暫問候就

離開。

護理師大無畏的精神令陳美慧護理

長非常欽佩、感動。她提到，「拋夫棄

子」、「專業的重新學習」與「疫情、

人情的拉鋸」是前線護理師的三大壓力

源。為了不讓同仁陷入無助、恐懼的心

境，她經常在晚上帶著團隊做心理諮

商，聆聽證嚴上人的智慧法語，找尋心

靈依靠。相互支持鼓勵下，她們將挫折

化成勇猛精進的力量，陪伴病人走過低

谷。

延伸出病房的愛

「認真的女人最美，但認真的護理人

員更美。我真的這樣覺得！」賴昱伶護

理長說。

賴昱伶護理長是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

五點半收到訊息，知道自己的病房要被

改為專責病房的。恰好翌日是星期六，

她們在一天內與各個單位一起準備防疫

備品、病床搬移、清消、製作告示牌、

檢查全數設施是否完善⋯⋯。接著，她

傳了許多注意事項到單位群組，提醒同

仁：「未來我們要照顧確診病人，大家

都要有專業知識和保護自己的常識，希

望這是一場平平安安的戰役。」兩天

後，單位同仁整裝上陣。

令賴昱伶護理長驚訝的是──團隊的

凝聚力和責任感強大到超出預期。她舉

例說明，曾有一個疑似確診且幾乎喘不

過氣的阿嬤住進病房，但因為病況危

急，幾個小時後病人就撒手人寰，「阿

嬤的主護是年資僅一年多的蔡亞珊護理

師，一開始我很擔心學妹的心理狀態，

畢竟以她的年資要獨力照顧這種個案壓

力一定不小。但感動的是，從接到病

放下家庭，忍住不捨，陳美慧護理長帶領團隊陪伴病人走過低谷。攝影／左：廖唯晴、右：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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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那一刻開始，直到病人往

生，她都陪在阿嬤身旁，甚至

依照對講機的指令完成遺體護

理。」就算護理長要派人協助

都被婉拒，事後，蔡亞珊護理

師這樣跟主管說：「我不害怕，

能陪阿嬤到生命盡頭我真的覺

得很好，因為她所有的需求我

都給她了。」

資深學姊帶領年輕同仁，相

學相長，用愛與關懷陪伴病人，

每一張康復出院的笑顏，都是

賴昱伶護理長的團隊有著凝聚力和責任感，用愛與關懷陪伴病人。攝影／蕭耀華

在孩子眼中，護理師媽媽就是一個個戰士，要到前線消滅

病毒。繪圖／曹耘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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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的能量來源。賴昱伶護理長讚歎地

說：「最棒的是，同仁會去關懷每個自

己照顧過、從我們單位轉出的病人，只

要知道他恢復得好，大家就會更有元氣

地接續照顧下一個病人。」

陪你走完人生路

依規定，確診者的大體必須在二十四

小時內火化，因此搶救生命的同時，陪

伴見不到面的家屬與重病病人，引導雙

方道歉、道謝、道愛、道別，也是這波

疫情裡，前線人員的照護課題。

年過六十歲的男性被收治在李麗珠護

理長的專責病房。有心臟病史的他，在

來到急診時就告訴醫護人員「我不要急

救。」並簽下放棄急救同意書。住院第

三天，他心肌梗塞，藥物治療下，病況

雖趨於穩定，但隔天又再度惡化。病人

告訴護理師「如果電擊一次沒有好轉，

就不要急救。」之後，意識逐漸模糊。

看著病人從清醒到昏迷，專責病房的葛

沛汝護理師以同理的愛，溫柔詢問電話

另一端的家屬：「聽覺是最後消失的，

你們要不要再跟爸爸說說話？他會聽得

見的。」接著，她將話筒放在病人耳邊，

讓他能聽到寶貝女兒的聲音：「爸爸，

你好好走，不用擔心我們，我們會好好

照顧自己。」

另一間病房裡，一名確診的女士嚥

下最後一口氣。護理師收到家屬的訊

息：「可以幫我最後一個忙嗎？幫我拍

張照，我想記得妹妹最後漂漂亮亮、乾

乾淨淨的樣子⋯⋯」經悉心地整理後，

李麗珠護理長（左）服務單位開設專責病房。

攝影／盧義泓

染疫病人平安出院，李麗珠護理長送上祝福。

圖／臺北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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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拿出手機，為這名女士拍下最

美的遺容，圓滿家屬的心願。李麗珠護

理長提到：「臺灣人的習俗就是要見最

後一面，只是礙於疫情，家屬沒辦法送

病人最後一程，所以不管他們有什麼要

求，我們都要盡力協助。」

隨著疫情趨緩，李麗珠護理長帶領

的專責病房在七月十三日功成身退。回

首兩個月來的點滴，她感恩地說：「感

恩院部主管、病人以及同仁一步一腳印

地努力，雖然壓力很大，急救數量非常

多，但是，我們堅持下去了，所以才能

平安地共度無常，人人平安。」

七月中旬起，臺北慈濟醫院五間專

責病房逐步關閉，任務解除，僅留下何

佩柔護理長的 10A病房繼續照顧染疫
患者。其他病房的護理人員部分返回原

本的工作崗位，部分前往疫苗接種站支

援，賡續付出良能，陪伴苦痛病人走過

疫病低谷。

護理師送病人最後一程，圓滿家屬心願示意圖。繪圖／曹耘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