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確診腎友救命洗腎不能停

二十四小時守護腎友

全臺目前約有九萬名洗腎患者，需要

定期仰賴洗腎機和 RO機做血液透析。
隨著 Omicron疫情蔓延，花蓮慈濟醫
院於二○二二年四月首度出現洗腎患者

確診，需在防疫專責病房進行治療，為

兼顧防疫措施和洗腎工作，花蓮慈濟醫

院血液透析室特別訓練一批護理師，於

專責病房二十四小時輪流提供確診腎友

洗腎服務。

花蓮慈院血液透析室林欣穎護理長

指出，去年五月中旬臺灣爆發本土第一

波疫情時，院內並無出現確診的洗腎患

者；但今年四月這波疫情，在短短一個

月內，專責病房就收治了七位腎友，其

中包括三位自友院轉來的重症患者。

「穿著全套隔離衣進行洗腎業務，護理

師也額外承受了不小的壓力。」不僅加

強特訓血液透析護理師的防護裝穿脫

法，人力調度更是一大考驗。林欣穎護

理長表示，一般完整做一次血液透析

會耗費約五個小時，但為確診者洗腎須

落實移動式 RO機的清消，以及每次進
出病房的穿脫工作，導致每次完成血液

透析的過程時長近七個小時，所以護理

師需要輪十二小時的班，且在每週一、

三、五，全天候不間斷的輪值。

花蓮慈院設有兩間血液透析室，自

今年疫情爆發開始，單位內所有護理人

員皆採分艙分流，將排班人力固定分成

兩邊，避免發生交叉感染，醫護同仁每

週做一次 PCR採檢，病床旁的圍簾嚴
格半拉起，只留下通道側以便醫療團隊

照看，盡量隔開每床之間的距離。不僅

負壓手術室    快篩陽視訊確診
文／黃思齊、鍾懷諠

花蓮慈院血液透析室醫護團隊為照護確診腎友及

未染疫的常規洗腎患者，執行高規格防疫規範，

並時刻衛教，保護腎友健康。攝影／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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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壓手術室    快篩陽視訊確診
醫療端防疫措施升級，血液透析室針對

未染疫的常規洗腎患者也有相應規範，

包括每天固定三次廣播宣導，加強衛教

進入洗腎室前先以洗手液清潔手部，透

析過程中必須全程戴好口罩勿將口鼻露

出，結束療程後再次淨手才離開；同時

每週分別進行一次 PCR篩檢和一次的
抗原快篩，並鼓勵腎友與陪病家屬打滿

三劑疫苗。林欣穎表示，洗腎患者中多

數人的病因是慢性疾病，為染疫後的中

重症高危族群，因此每輪一個班次，護

理人員就會透過廣播送上愛的叮嚀，務

求所有人都能恪守防疫規定，洗腎室能

持續保持綠區狀態。

「很感恩團隊的努力，頂著壓力還

是在崗位上完成任務。」常規洗腎的方

鄒先生已在花蓮慈院血液透析室洗腎超

過半年，他表示雖然頻繁進出醫院還是

會擔心，但就像醫護們盡力而為，自己

也會做好能做的所有防護，戴面罩、口

罩、勤洗手、不到處亂摸亂跑。

「每個人都承擔了比平時更多的工

作量以及無法估量的心理壓力，仍然盡

心盡力完成工作，拴緊每一處防疫細節

的螺絲，保護病人更保護自已。」林欣

穎護理長感恩團隊每一位成員的付出，

「大家都是防疫英雄！」她特別感謝住

院腎友確診消息出來後，第一時間承擔

專責病房洗腎工作的資深護理同仁，這

名護理師曾受過正式穿脫隔離衣訓練，

更義不容辭承擔起指導其他需要進入隔

離病房的同仁。

林欣穎護理長表示，為確診者洗腎必須落實移動式 RO 機的清消，加上進出病房的穿脫防護步驟，完

成一次血液透析的時間比平常多了兩個小時。圖／周云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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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兒科綠色通道

確診孕婦緊急剖腹產

三十二歲的余小姐第三胎懷孕三十六

週時，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COVID-19)，
當天晚上因腹部劇烈不適，由先生送往

產檢的醫院，經該院醫師評估，需要馬

上轉診至花蓮慈濟醫院。五月十四日凌

晨抵達花蓮慈院的余小姐，頻繁出現子

宮收縮等產兆，加上前一胎是剖腹產，

婦產部產科主任魏佑吉醫師評估，需要

緊急進行剖腹產，配合花蓮慈院開設的

專責病房婦兒科綠色通道，清晨六點順

利在負壓手術室為余小姐接生，完成花

蓮首例確診孕婦剖腹產手術，新生兒經

過 PCR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
「原本以為只是到醫院安胎，沒想

到要直接剖腹產，還好有花蓮慈濟醫

院。」余小姐的先生表示，聽產檢醫院

說要轉院時，心情就緊張了起來，怎麼

會這麼嚴重要轉院，怕太太與孩子會不

會出事。

根據臨床結果分析，感染新冠肺炎的

孕婦，有可能會增加早產的風險。魏佑

吉主任表示，花蓮慈院是東部重度級急

救責任醫院，二十四小時都有安排婦產

科醫師值班，隨時應付可能的高危險妊

娠孕產婦緊急分娩及剖腹產手術。這位

確診孕婦到花蓮慈院急診的時候，宮縮

從十分鐘一次進展到三分鐘一次，使用

安胎藥物後也沒有改善，考量到孕婦本

身有糖尿病、胎兒體型較大，以及孕婦

上一胎是剖腹產的原因，如果不安排緊

急剖腹產手術，可能會造成孕婦子宮破

裂等危機。

當時值班的陳姵辰醫師回想，雖然確

診孕婦來的時候是週末，但是其實有婦

產科需要的民眾還是很多，光是從週五

晚上到週六清晨，就接生了四個寶寶，

包含兩位一般孕婦，一位居家隔離中的

孕婦，還有這位確診孕婦。因為確診孕

婦平常是在別的醫院做產檢，所以，在

急診時就必須穿著全套防護裝備，為她

進行各項必要的檢查，原本可以在半小

時內完成的檢查與評估，在防疫要求

下，團隊需要花上三倍的時間才能完

成，還好團隊平常就做好準備與模擬演

練，克服滿身汗水與防護面罩起霧的困

難，順利在負壓手術室完成花蓮首例確

診孕婦剖腹產手術。

花蓮縣六到十一歲兒童疫苗於五月五日開打，

花蓮慈院承接十七所小學的疫苗注射任務，首

站來到明義國小，為將近三百位小學生施打第

一劑莫德納疫苗。攝影／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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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過程中，新生兒從媽媽身上垂

直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很低，其機率大

約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花蓮慈院小

兒部主治醫師秦家翊表示，新生兒出生

的時候體重有三千七百零五公克，在第

零、二十四、七十二小時的 PCR核酸
檢測結果都是陰性，由於早產加上媽媽

有糖尿病的因素，新生兒肺部成熟度受

到影響，出生時血氧濃度較低，經過相

關處置與評估後，團隊先為新生兒進行

插管，所幸在十多個小時後，狀況得到

改善，成功拔管。依照防疫規定，新生

兒在小兒加護病房中進行隔離照護，目

前只需要使用非侵入性的經鼻式正壓呼

吸器輔助治療，出生不到一週，一餐

的奶量可以喝到七十西西，體重已有

三千七百八十公克。

經過醫療照護與休養，余小姐已出

院返家，並依照防疫規定進行居家照

護。在疫情影響下，花蓮慈濟醫院急診

部、婦產部、小兒部、麻醉部、護理

部、感染管理控制室與各行政團隊，協

力完成確診孕婦緊急剖腹產手術。不論

是疾病還是懷孕，時間都不會因為疫情

而暫停，除了為一般孕婦規畫獨立空間

的「樂得兒」產房，花蓮慈院特別開設

婦兒科專責病房，提供綠色通道，並且

做好在專責病房、負壓手術室接生的準

備，就是希望在落實防疫的情況下，守

護好每位孕產婦與新生兒的生命安全。

五月十四日，花蓮慈院完成花蓮首例確診孕婦

剖腹產手術，寶寶經過三次 PCR 核酸檢測結果

都是陰性。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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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陽性視同確診

三大科別視訊診斷

花蓮慈濟醫院於五月二十三日啟動家

庭醫學科、小兒科相關視訊門診，首位

獲得幫助的是十四歲的潘小妹；二十四

日起，再增加婦產科，讓無症狀或輕症

的快篩陽性居民，可以免接觸風險，透

過視訊看病，由醫師開立醫囑並取藥，

進而緩解不舒服症狀，早日恢復健康。

除了三大科別的快篩陽性視訊門診，

花蓮慈院每日下午二點半至六點，在急

診室旁的發燒篩檢區另設有防疫門診，

可提供 PCR採檢和症狀給藥。褚惠瑛
專員特別呼籲，民眾在家快篩陽性時請

勿驚慌，若出現的症狀以輕症為主，即

可利用快篩陽性視訊門診看診，減少外

出擴大染疫範圍的風險，並協請代理人

到院繳費領藥。

啟動負壓手術室

完成確診者緊急手術

花蓮慈濟醫院於四月二十三日在負

壓手術室完成第一例 COVID-19確診者
緊急手術，至今已累積超過二十例確診

者手術，其中年紀最小的是一位從外院

轉來的二歲男童，意外導致大腿骨折。

醫護爭分奪秒搶救每一條寶貴性命的同

時，感控小組竭力為患者與醫療人員打

造安全環境，保護患者也為醫療人員的

健康把關，務求將染疫風險壓至最低，

把病毒擋在一層層防護裝備之外。花蓮

慈院開刀房主任姚定國說：「為病人好，

這是身為醫療人員的天職。」

隨著確診人數越多，需要緊急手術的

病人也日益增加，五月二十四日下午，

花蓮慈院同時進行兩臺確診者手術。面

對感染高風險的壓力，開刀房主任姚定

兒科詹榮華主任透過視訊悉心問診，確認潘小

妹身體狀況。攝影／鍾懷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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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分享，落實所有防護步驟就是最好的

辦法，只要是進入開刀房的人員，最少

需戴N95口罩和綁帶式口罩、護目鏡，
穿上 P2防護衣和防水隔離衣、布織手
術帽和紙帽、長筒鞋套和一般鞋套、雙

層手套，全身從頭到腳至少有兩層以上

的保護，手術過程遵循防護規定，手術

結束後也嚴謹遵守感控 SOP的穿脫和
清消流程，最大目的就是保護病人，也

保護整個醫療團隊的健康安全。

除了手術過程中本會有的術式或麻醉

等風險，對於醫療團隊來說，為確診者

手術還有近距離染疫的可能，醫師在穿

著全套防護裝的情況下開刀，執行難度

也大增。姚定國主任以骨科個案為例，

日前一名確診的二歲男童因大腿骨嚴重

骨折緊急送醫，需要使用 X光機、做

包石膏的緊急處置，醫療人員需要在最

裡層穿上隔絕輻射的厚重鉛衣，再加上

兩層防護裝，以及最外層的手術衣，全

身共四層裝備在密閉的環境下待二至三

個小時，這對醫療人員而言是不小的負

擔。骨科劉冠麟醫師也分享小訣竅，預

先把眼鏡和放大器放到保溫箱加溫，可

以避免手術過程中佩戴的眼鏡起霧，阻

礙視線。

不僅防護裝備上的差異，為確診者開

刀的環境屬於高風險區域，基於分艙分

流原則，避免人員之間的交叉，手術進

行時不再對外做交流，因此事前的準備

工作變得至關重要，團隊必須盡量考慮

一切狀況，提前把手術過程中可能所需

的東西都放進手術室裡，「就是用最少

的人力，做最多的事情，完成最高效率、

為嚴守防疫規範，進入開刀房的人員皆需穿上全套防護裝備，從頭到腳至少會有兩層以上的保護。圖

／花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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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品質的手術。」姚定國主任表示。

「很感謝團隊所有成員都不怕辛苦，

即便面臨困難狀況還是盡力完成職責，

在妥善保護自己的前提下，以病人的生

命安全為第一優先。」麻醉部主任陸翔

寧指出，以麻醉科醫師的立場來看，插

管是染疫風險最高的時候，傳統的插管

方式需要近距離檢視插管途徑，醫師與

病人的臉部距離會相當接近；花蓮慈院

麻醉科團隊自去年五月本土疫情開始應

用防疫罩研發成果，改良過去使用壓克

力箱或隔板屏障所導致視線與管路受到

的局限性，利用簡單的塑膠布及插管輔

助光視棒，不僅提高手術效率和準確

度，對醫療團隊更是多了一層保護，在

插管及麻醉過程中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被

感染的風險。

「讓每一位患者都可以順利平安度

過手術、健康地出院。」開刀房護理長

楊曜蓮分享，這就是她當年踏入護理領

域，學習這個專業的初心，至今不變。

身在高壓、高風險的職業環境中，不僅

自己會擔心可能將病毒帶回家傳染給家

人，親朋好友也同樣擔心她的安危，

「這段時間以來，真的很感恩每一位同

仁都頂著壓力和辛苦，沒有抱怨，彼此

互助互協完成每一次手術任務。」

針對院外轉入確診者、以及院內確

診者的病房轉送，花蓮慈院也制定了一

套標準作業流程，透過感控小組、總務

室與各病房之間的協力合作，設立專用

的移動路徑，並在轉送完畢後立刻確實

清消，避免環境的汙染進而造成交叉感

染。花蓮慈院表示，有部分民眾因為擔

心染疫問題，即使身體不舒服還是不敢

到醫院就診，建議若有感覺不適的民眾

仍要及時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以免耽誤

病情。

楊曜蓮護理長說：「這段時間以來，真的很感恩

每一位同仁都頂著壓力和辛苦，沒有抱怨，彼此

互助互協完成每一次手術任務。」圖／花蓮慈院

提供

骨科劉冠麟醫師分享小訣竅，預先把眼鏡和放

大器放到保溫箱加溫，可避免手術過程中佩戴

的眼鏡起霧，阻礙視線。圖／花蓮慈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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