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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 vs.白衣
White Coat vs. White Uniform

平安護腎
United Efforts to 
Better Patients, Kidney Condition 

人來人往的血液透析室，盡是有

如家人般的親切問候，台中慈院的

護理人員受到慈濟志業組織文化的

影響，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概

念，懂得用調和的聲色主動關懷病

人，秉持耐心，以最平易的方式向

病患說明解釋，建立如同朋友般的

良好互動模式，連資深病友都不吝

分享自己的經驗，供「新進病友」

學習，形成愛的循環，感恩這群可

愛的白衣大士的付出，讓這個園地

充滿溫馨。

固定前來台中慈院做血液透析

的患者有一百零五人，腹膜透析則

有卅二人，護理人員還要接外院轉

來或是開刀的重症患者，在每天忙

碌的工作中，早已將「以病人為中

心」的概念付諸實行。

大多數洗腎的患者或家屬，一開

始接觸治療都會感到很害怕，面對

一大堆陌生的醫療專業術語，愈急

著進入狀況愈是頭昏腦脹，無法吸

收，此時，護理人員就得肩負起引

導他們的重責大任，用最平易、簡

單的方式，讓他們儘快熟悉整個洗

腎的過程，以及該注意的起居、飲

食事項。我們的護理師不但基本功

很紮實，特別的是，她們還比別人

更多了一份主動與細心。

還記得，一位年近七十歲的伯

伯，平常十分獨立，固定搭台中慈

院的接駁車往返洗腎，某次，慢性

病的藥領好了，卻忘了帶回家，護

陳一心醫師感謝

台中慈院腎臟科

與透析室的所有

護理同仁，認真

且用心地陪伴民

眾顧腎護健康。

■ 文／陳一心  台中慈濟醫院腎臟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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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知道他之前的藥已經吃完了，

擔心他沒藥可吃，身體可能會出

狀況，即使通知伯伯再回來拿藥，

也很不方便，護理同仁主動在下班

後自行開車繞到伯伯家，替他把藥

送回家，讓老人家感動得說不出話

來。

洗腎病人一周向醫院報到好幾

次，長期進出醫院，一待就是好幾

個小時，有時比家人相處的時間還

要長，跟醫護之間互動十分密切，

護理人員了解細微的起居與飲食狀

況改變，可能是嚴重病兆的蛛絲馬

跡，警覺性都很高。

曾經，有一位才加入洗腎行列的

退休消防隊員，在家裡不時跌倒，

護理人員得知他「動不動就整個人

軟下來」，感到很不尋常，馬上通

報過來，經詳細的詢問，評估症狀

像是小中風，轉診到神經內科，

檢查發現頸動脈已阻塞了百分之

九十，經給藥後改善，預先防範可

能的大中風於未然。

另外，飲食衛教對洗腎病人來

說，是十分重要的訊息，例如：香

蕉、楊桃的鉀離子過高，都是血液

透析患者禁吃的水果，一旦不小心

吃下肚，輕則心律不整，重則發生

心臟麻痺等無法挽回的情形，偏偏

中部地區，客家、台語族群都多，

有時會發生跟高齡長者溝通不良的

問題，萬一阿公、阿嬤沒聽懂又不

好意思問，就可能差之毫里，失之

千里，把本來的小問題給弄出了大

毛病。

有一位阿公，抽血檢查發現磷

離子太高，明明給了藥卻始終降不

下來，護理人員十分不解，在例行

性的關懷中，更仔細詢問才發現，

應該要在飯中吃的藥，他既不看藥

袋、也不管藥師說什麼，只照自

己的意思吃，才會久久無法改善病

情。從此以後，護理師遇到溝通比

較可能出差錯的患者，都寧可主動

再打電話給家屬，跟家人說明，請

他們一起協助注意。

還要特別感謝的是資深護理師，

因為有些發高燒、意識昏迷全身肌

肉痠痛的病患來掛腎臟科，有時是

不當服用抗精神病藥物，造成交互

作用，導致高燒、抽筋，這時候就

得請資深護理師花很多時間查藥

典，一一過濾病患所有的藥，避免

錯誤使用，損害健康的不幸。

醫療工作有追求不完的專業性，

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克盡己職，

得靠醫護之間不斷溝通、繼續教

育，才能建立良好的默契，我想，

自己是幸運的，感謝在台中慈院有

這群認真的同伴，共同守護大德健

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