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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生命 疫不容辭

疫情爆發，人人自危，「早日接種

疫苗」成為臺灣民眾最渴望的事。臺北

慈濟醫院在三月二十二日為第一批一線

醫護施打疫苗後，於四月二十一日開立

「自費接種 COVID-19疫苗門診」，開
放有商務、工作、留學及就醫等出境需

要的民眾接種，並於五月十四日起擴大

接種量能，增加每日掛號名額、重新規

畫疫苗診間。但疫情日趨嚴峻，疫苗供

需失衡，四天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暫停

自費與公費的疫苗施打作業，開始長逾

三個月的滾動式管理。這段時間的「挑

疫苗接種  齊衝量能
文／廖唯晴

臺北慈濟醫院院區 COVID-19 疫苗

接種作業一景。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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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比比皆是，但凡不同品牌的疫苗到

貨、公費接種對象新增甚或是接下新北

市五處靜思堂中大型接種站的接種任

務⋯⋯在在考驗著醫院的應變能力，其

中，門診和醫事室首當其衝。

接「種」而來的挑戰

醫事室李曉芬高級專員就說道：「場

地規畫、電源設備的配置、系統建構、

資料上傳、措施公告和人力調度都是考

驗，所幸有院長室、企劃室、職安室、

資訊室、總務室、公傳室、人文室、社

服室等行政單位的配合，才能在很短的

時間裡步入軌道。」說是步入軌道，但

就算流程規畫得再詳盡，還是有再精進

的空間，靠著各單位的合和互協，總能

文／廖唯晴

臺北慈院接下新北市五處靜思堂中大型接種站的接種任務。圖為新店靜思堂，接種方式採「病人不動，

醫護移動」。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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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在民眾反映的當下或發現問題時

即刻處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此順遂，

對一線行政來說，最困難的時刻無非是

指揮中心下午兩點的記者會了。李曉芬

高專說明：「記者會上曝光的疫苗訊息

只是中央的大原則，地方政府、衛生局

都有各自考量和配套措施。這個部分是

民眾不知道的，所以他們總在看到電視

的第一時間來電詢問。」資訊、政策不

同調成為總機人員、客服信箱人員的困

擾。

「記者會正在舉行，我已經擁有接種

資格了，應該如何掛號？」

「我第一劑打 AZ，本來說八週就可

為支援接種站的醫事室同仁進行教

育訓練。圖／李曉芬提供

病歷組同仁也加入黃卡及意願書的組裝作業挑

燈夜戰，組裝意願書是醫事室團隊在疫情期間

的常態。圖／李曉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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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第二劑，現在變成十週，我原本預

約的診該怎麼辦？」

「我是用唐鳳系統預約要在你們醫院

接種的，你幫我看看成功了沒？」

種種問題令接線同仁感到錯愕，因為

政府系統和醫院系統不相連，醫院看不

到政府系統的掛號名單；待單位主管跟

衛生局確認，得到確定訊息時，往往早

就過了下班時間。這種時候，醫院每日

的防疫會議便至關重要了，在院部主管

的指導和醫事室蕭仁良主任的帶領中，

醫事室團隊再再從執行中調整步伐、跨

單位溝通、討論應變措施，轉危為安。

除了政策變動、民眾抱怨，資料登錄

的準確性也是醫事室人員的壓力來源。

曾經有個阿嬤在出生日期的欄位上寫了

農曆日期，導致登錄作業無法完成，詢

問家屬，孰料家屬講的也是農曆日期，

最後是透過衛生所協助，才找到問題

點，由此可知「證件核對」的重要性。

為確認各接種站及醫院的疫苗數量及資

料登錄正確性，醫事室派駐同仁至各靜

思堂，辦公室同仁則適時調度支援，即

時補給所需物資；在得知接種站要開放

假日接種作業時，更特地為要前往支援

的同仁舉辦教育訓練，因為唯有流程順

遂，才能與門診護理師、醫師、企劃室

的總籌團隊和志工合作愉快。此外，志

工們除了在第一線引導外，資料填寫及

確認也倚賴他們的耐心及細心，順利降

低不少行政同仁的負擔。

普羅大眾接種、專案人員造冊施

打⋯⋯三個月來試煉從未間斷。想起這

一切，李曉芬高專坦言：「大家的心臟

真的要很強，才能及時調整、互補。感

恩各單位的合和互協以及單位內同仁的

幫忙，讓我們可以圓滿解決每個問題，

一路前行，繼續為民眾服務。」

接種現場，行政同仁協助民眾完成作業程序。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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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事練心的成長

不只是行政人員的壓力，「疫苗接

種」對門診護理師而言更是負擔。門診

陳宜君護理長指出：「三月醫療尚未降

載，在人力有限的情形下，要支援疫苗

接種的業務的確很吃重。」接種作業勢

在必行，在醫院逐步擴增接種量能、承

擔靜思堂業務之際，護理部主管加強調

派人力，院內個管師、病房護理師、醫

技單位護理師皆來協助，可是在尚未熟

悉業務的情況下，排班還是會以固定

的、有經驗的同仁為主要人力。

在別人眼裡是尋常的「打針」，但

實際執行起來還真不容易。民眾來到醫

院，必須經過報到、填寫資料、看診、

電腦作業、出單、批價等繁瑣流程，最

後一關才是「接種」。而只要前面任何

一關被耽擱，就會延長整個作業時間，

每當這時，陳宜君護理長便會上前了解

原因，她說：「最容易卡在醫師評估這

一關，因為太多民眾想知道自己的身體

狀況可不可以接種，甚至會把所有藥物

帶來現場，連家人的病史一併詢問。」

為了疏散現場人流，他們只能臨時找醫

師到場支援，讓前線度過危機。

  疫苗接種是肌肉注射，這是護理教
育中最基本的技術，只要位置對、姿勢

對就不會有什麼特殊狀況，但相較常規

門診，這份工作的困難度仍然無庸置

疑，尤其許多護理師從學校畢業後就在

門診服務，已經許久未替人打針了，想

疫情期間護理人力負荷繁重，臺北慈濟醫院各功能類別護理師仍願輪番支援注射疫苗。攝影／許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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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回手感，只能不斷複習與訓

練。而在陳宜君護理長的眼裡，

「抽藥」比「打針」更難，不但

要長時間、重複做同一個動作，

為了撙節使用，每次只能抽取

0.5CC疫苗的壓力，挑戰著抽
藥人員的眼力與技術。為此，每

天門診開始前，護理端一定會跟

醫事室確認預約人數，並預留劑

數，以防萬一。

 令她欣慰的是，幾經合作下，
大家對業務已然熟稔，皆能主動

做好每件事情，相互補位。陳宜

君護理長感恩說道：「疫苗接種

這件事，絕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

個部門可以獨立完成的，一定要

透過良好的溝通和合作，才能達

到好的成效。」「溝通」是化解

困難的萬靈丹，對醫護而言，這

些日子的挑戰以及每個「藉事練

心」的經驗都將化為資糧，成為

護理生涯的寶貴回憶。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臺北慈

濟醫院共為三萬七千一百六十四

位來院民眾注射疫苗，並動員

逾一萬六千位醫護、行政、志

工及其他服務人次至五處靜思

堂支援疫苗注射，完成十萬

六千四百一十二位社區民眾接

種。全院上下一心，為守護生

命、守護健康、守護愛，共盡心

力。
長時間抽取 0.5CC 疫苗藥物，考驗護理師抽藥時的眼力與技

術。上圖／盧義泓、下圖攝影／連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