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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迎來全面性的嚴峻挑戰，是危機，但

何嘗不是轉機。在大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快速合作應變與病毒對峙之中，有淚水及

挫折，也難免有所遺憾；但心情沉澱過後，淬鍊出如磐石堅定的醫護團隊夥伴情誼，

以及獲得更多的智慧去因應接踵而至的挑戰，給予病人更好的照護。

初期新冠疫情突然爆發的時期，隨著每日確診、死亡病例不斷，在醫院工作的第

一線護理師壓力爆增，甚至有危及個人生命與健康的風險，著實是非常非常辛苦。

COVID-19病毒主要造成呼吸道問題，是我們胸腔內科專科醫師的主要照護領域，

經歷過2003年SARS考驗，了解冠狀病毒家族的變化莫測，參與醫院的抗疫與防疫，

時時戒慎虔誠，不敢大意。也因此特別感恩，醫院護理人員在面對未知病毒的恐懼

及壓力下，不但仍需固守臨床照護病人身體健康之外，還因為防疫及隔離的規定與

平日大不同，要撫慰病人家屬無法探病及親自照護病人的不安。而且護理夥伴還要

加碼多元補位，不論是支援社區或醫院的新冠病毒篩檢、疫苗注射，甚至專責病房

的輪守照護……看到大家各司其職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永不退縮的那分堅持，讓人

不得不讚賞護理人的專業態度。

身為醫護的一分子，必須體認到職涯中總有可能碰上兩、三次傳染疾病疫情，要

提前預作準備；事情總是有一體兩面，對治疫情的信心，也可來自於未知和已知；

適當的掌握與評估，形成更清楚的認知後，自然更加有信心去面對任何未知的病毒。

疫情一波接著一波來襲，考驗團隊的應變與處置，更照見醫護團隊的相互支持，而

期間醫護與病人激盪出的溫馨故事，說也說不盡。

新冠疫情的衝擊，導致全臺灣陷入更嚴重的護理人力不足及招募困難的窘境。

根據新聞媒體對護理人力的分析，臺灣在2022年面臨十年以來護理離職率的新

高，達到百分之十二，除了疫情造成的衝擊與催化，也包含對自我實現、職涯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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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與規畫的歧異，也挑戰全臺醫療機構如何招募及留住護理人員的重要課題。護理

師公會全聯會調查顯示，在2022年部分醫學中心任職不到三個月的護理師，離職率

逼近三成，少數區域醫院甚至高達五成。新人待不住，資深護理師也因需對新人付

出更多的包容與工作轉嫁而出現疲憊感。不只在臺灣，英國去年一到九月有多達四

萬名護理師離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在彷彿看不到盡頭的疫情中，醫院面臨著護理人力質與量的雙重考驗。從醫院的

角度來看，每年護理畢業的人數還是那麼多，但到醫院服務的意願、就職後的離職

率，供與需之間無法平衡，形成人力缺口的棘手情況。

更嚴肅的議題是護理的本質能否抵受疫情考驗而恆持不變？從學校畢業進到醫院

的適應是一大關鍵，過去三年受疫情影響，有些學校無法安排到醫院實習而必須改

為線上實習，或學生確診時也必須暫停實習；在沒有實際參與或實習不足的現實下，

是否會形成專業程度的落差？未來要如何補齊缺口？都是必須正視處理的問題。目

前全聯會或臺灣護理學會倡議提升護理師薪資之外，也希望改善護理職場環境，但

其實還需要護理人員體認自己對於護理專業角色的認同及對護理工作的熱忱，才能

走得長久。

從2019年底到2023年的現在，新冠疫情之下的震撼教育，讓醫護團隊從中學習

與精進，也讓醫院對感染管制的防護更加周詳，不只設備、觀念的提升，對病人、

醫護及其家人都有更好的衛生防護習慣及安全的保障。護理同仁因為長時間在第一

線服務，最了解病人與家屬的需求，可說是「病人代言人」，疫情期間的防疫規定

造成病人與家屬諸多不便，埋怨與憤怒的情緒都直接反應到護理同仁身上。很感謝

護理夥伴，用耐心與溫柔去化解可能的紛爭與衝突。

當然，疫情也是對醫病關係最直接的磨練，以往要求同仁更專業，但往往只是在

熟悉的領域，在疫情中被迫要重新磨合、掌握不同的疾病型態，並以全人的觀點來

對待病人。因為在自己身邊的病人隨時可能染疫、爆發開來，如何警覺處理與安撫

身心受創，大家總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學到許多應變的經驗，有種脫胎換骨

的感受。用智慧化危機為轉機，在疫情中不僅勇於面對、思索解決之道，更照見醫

護工作的本質與真諦。

在後疫情時代，雖然出現護理人力的危機，但期許也是一個轉機的開始，讓我們

一同擁抱希望，給予護理人員最大的鼓勵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