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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本报记者 盛丽

李天君原来是北京市通州区
中心血站科学教研室主任，今年2
月他调任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
究所工作。

“人体的失血量超过总血量
的30%至35%的情况下，患者就会
休克。对于大出血的患者来说，如
果不及时输血， 很快就抢救不过
来了， 血红蛋白携带氧气的能力
是其他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的。 ”
1998年， 李天君从医学院毕业后
来到中心血站， 主要从事血液检
验和质量控制工作。 作为一名医
务工作者， 李天君密切关注血库
的储血量。 每天面对医院的用血
需求， 血液库存紧缺也带给他危
机感。 2001年10月9日，他第一次
伸出胳膊捐献血液。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计算献血的间隔期， 期限

一满他就坐到采血椅上。
为了合理利用自己的血液，

2004年12月21日， 李天君开始捐
献血小板。 从此， 他交替捐献全
血和血小板， 在中心血站他是捐
献血小板的第一人。 “捐献一次
血小板需要一两个小时， 献全血
很快， 5分钟左右就完事儿了。”

血小板的保存期是5天，检测
时间是2至3天； 全血的保存期是
35天，检测时间是1至2天。血库里
不能存过多的血， 当血液库存紧
张时， 工作人员就会晚上给李天
君打电话让他做好准备， 李天君
第二天就赶紧去献血。

李天君成了 “活血库”，16年
来累计献血98次，献血总量19600
毫升 ， 按一个人全身平均血量
4500至5000毫升计算， 他已经捐

献了4个人的体内血液总容量，可
抢救几十名患者。 他也先后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银、铜奖
及首都无偿献血工作先进个人。

李天君不仅是献血模范，也
是中国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者
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但相
对于巨大的用血需求， 李天君觉
得自己的献血量微不足道，“这是
一项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 既然倡导全社
会无偿献血， 我们就应该也必须
是其中的一员。红细胞是120天再
生一次， 血小板和白细胞是10天
左右再生一次，就算是不献血，血
液里的红细胞、 血小板和白细胞
到期也会死掉重生。 如果不经常
献血， 新陈代谢的废物就堆积在
血管里， 容易造成高血脂、 高血

压、动脉硬化等疾病。从我的理论
知识和切身感受来说， 献血是利
己利民的事儿。 而能用自己的鲜
血挽救他人的生命，我很荣幸。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李
天君的影响下， 目前血站凡满足
献血条件的员工都是固定的无偿
献血者。 李天君的妻子也多次参
加无偿献血。

如果说无偿献血早已成为李
天君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那
么志愿者的身份则让他感到一种
热心公益，奉献他人的快乐。作为
血站工作人员， 李天君定期为参
观血站的献血者和群众讲解无偿
献血知识和血液知识， 并利用节
假日、 休息日跟随采血车到街头
宣传招募无偿献血者， 带动更多
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护士和医生一样， 都是为
患者服务的。 医生有专业领域的
深度， 而护士则要有广度， 要掌
握专业范围内常见疾病的基本知
识， 这样才能迅速配合医生， 共
同处理好患者的健康问题。” 在
“5·12” 国际护士节到来前， 沈
犁说起了对职业角色的理解。 作
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护理部负责
人， 沈犁至今已从事临床护理、
教学与管理工作33年。

把护士工作做出色
配合医生服务好患者

沈犁与护士这一职业结缘，
还要从她1981年进入护士学校时
说起。 “当时并不十分了解护士
这一行， 父亲觉得这是一份辛苦
的工作， 但我觉得并不是不可接
受的事情。” 于是沈犁就报考了
护士学校， 当时她17岁。

在护校刚开始学习， 面对病
房内注意通风、 让患者注意饮食
等学习内容， 沈犁觉得都是 “常
识”， 根本不像想象中的专业知
识。 但在随后的考试里她只得到
不高的分数， 让她意识到这都是
应该重视的课业内容。 态度的转
变， 使得沈犁在之后的学习生涯
中很快掌握了课程内容， 成为同
学眼中的学霸。

1983年， 沈犁开始到北医三
院作见习护士。 当沈犁在医院的
展示橱窗中看到先进工作者中有
护士长的照片时， 沈犁的脑中涌
出的念头就是 “希望我自己的照
片今后也能贴进橱窗”。

沈犁的父母均是清华大学的
教师， 她从小被熏陶要有扎实肯
干 、 重视集体的 “螺丝钉 ” 精
神。 让沈犁认识到不论从事任何
职业， 都应该也都要做得出色。
见习期满 ， 一年后沈犁正式转
正， 被安排在北医三院呼吸内科
病房作护士。 刚工作时， 沈犁在
科室中接触的患者有许多是癌症
患者， 看到患者们神志清晰但喘

不上气来的状态， 沈犁的心理上
也产生过一定的压力， 但在工作
的第一站， 沈犁坚持了下来。

“每天打针、 发药、 扫床，
会有一点空虚感， 所以我想要弄
清楚病人用药原因的来龙去脉，
想要去分析疾病表象下的学问。”
在业余时间， 沈犁抓住机会和医
生们沟通。 一来二去， 医生们见
科室里来了个不一样的护士， 是
个爱动脑的年轻人。

沈犁工作的第二年， 院里引
进了一台上万元的进口呼吸机设
备， 这在当时是很先进宝贵的。
在对医护人员的培训中， 沈犁这
个大家眼中的 “小不点” 乐于尝
试实操， 很快就了解了呼吸机的
性能， 掌握了如何消毒、 更换耗
材等。 于是在日后使用中， 就必
须由沈犁来配合医生操作这件
“新鲜事物”。

“相较而言， 护士算是医生
的绿叶， 但也要跟得上医生， 能
默契配合 。 在救助患者的过程
中， 护士必须配合好医生撑起这
份工作。” 沈犁说， “这么做不

是为了什么个人目的， 不是想突
出表现， 就是必须要这么做， 才
能保证病人得到的服务有质量。”

不打折扣护理病人
细心培养护士新人

四年后， 沈犁被安排到心脏
监护室CCU作护士。 接触一个全
新的领域， 沈犁担心不能胜任的
同时也暗下决心争取用最短时间
与大家同步。不会做心电图、不会
看波形， 沈犁就在白天下班后向
夜班医生护士们请教 “偷学”，晚
上经常要九十点才能回家。

在CCU收治的都是心脏急
症或危重症病人， 需要非常安静
的环境休息。 沈犁是个实在人，
做事不打折扣， 到岗后她就要求
自己严格做到 “三轻四静”。

如在治疗和监测中 ， 输液
泵、 动脉血压监测仪等报警声响
起， 在夜间会特别影响到其他病
人的休息。 为了把病人受到的打
扰降到最低， 沈犁值夜班时会将
病人床头的仪器报警声音调小，

再细心观察仪器屏幕参数， 不等
报警声响就提前做好处理。

当时血液疾病科有一位医生
正好住院 ， 得知沈犁才来两个
月， 十分惊讶地说： “你比工作
两年的护士操作得还要熟练 。”
得到病人的认可后， 沈犁对做好
CCU护理工作更有信心了。

由于表现突出， 不到30岁的
沈犁就被提升为病房护士长， 并
带教其他护士学习。 后来在担任
大内科总护士长8年期间， 沈犁
更是多次获得优秀教学个人奖和
优秀护士长称号。

“由于父母都是清华老师，我
从小在校园内长大， 一方面是出
于清华情结， 另一方面则是2010
年国家卫计委全面推行优质护
理，我也很希望探索护理新模式，
于是2011年我来到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护理部任职。 ”沈犁说。

随后， 沈犁被派往台湾及厦
门接受护理行政管理培训。 几个
月的规范化培训， 沈犁系统地学
了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 包括管
理工作的计划能力、 控制能力以
及创新能力等， 这让她日后工作
有了明确的支撑。 2014年11月，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正式开院， 沈犁
作为护理部负责人， 在院内学有
所成地推行全责护理模式， 让患
者切实体验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另一方面， 沈犁还加强护理
人员的岗位培训。医院700多名护
士中半数是年轻人， 且大多数家
在外地。 沈犁知道这些护士选择
留京工作都对未来有一定期盼，
所以她在入职培训时着重讲清楚
护士每一能力层级完善的进阶过
程， 让新人清晰知道每一年自己
的任务，减少迷茫。

“在培训的过程中，我让年轻
护士去追求有意义的东西， 让大
家愿意在这个职位上一起走下
去， 我不觉得我们这里有所谓的
坏孩子。 ”沈犁说。 而在对护士做
的不记名式调查中， 护士对她的
满意程度一直很高。

把患者放在心上
秉持人性化服务

1997年沈犁从美国接受糖尿
病教育与管理培训后， 就作为北
京护理学会糖尿病健康教育护理
师资格认证项目的总策划、讲师，
一直在国内推进专业化护理的认
证工作， 今年即将在北京开展第
十期培训。 她还与糖尿病管理团
队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沈犁总是站在患者角度，秉
持人性化服务，巧妙指导患者。用
沈犁自己的话讲就是患者对她
“讨价还价”，她就和患者“斗智斗
勇”，让患者保持良好状态。

有一次， 沈犁在出诊时对一
位糖尿病患者做指导时， 告知对
方要健康饮食， 控制不好会出现
并发症。 她的话还没说完患者就
呛声说，“你不让我吃奶油蛋糕，
我现在就没有生活质量了！ ”

“这时，就要人性化地考虑到
患者的心情和感受， 而不是去简
单制止他。 同时要留意监测病人
在此期间的血糖变化。 我还会举
例子让患者知道病情恶化的严重
性，再适时地介绍健康饮食宝塔，
敦促其多做运动。 ”沈犁用技巧与
规范并纵， 个性化地让患者接受
有益信息。

还有一名糖尿病患者， 每天
吸烟大概20支，已经20多年了，不
可能一下子戒烟。 沈犁就让他坚
持每个月减少两根， 争取一年内
把烟戒掉。 “都知道吸烟会破坏血
管，但要站在患者角度去说，而不
能公事公办。 ”沈犁说，患者当时
很感动， 甚至不好意思地对她说
“再不戒烟就对不起您了。 ”

采访中， 沈犁对记者表示自
己并没有做多么特别的事情， 不
似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那般优
秀。 “医疗技术一直在前进， 护
理工作也要跟上， 我会带领本院
的护理团队不断进步， 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 沈犁说。

16年累计献血19600毫升可救几十人

———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沈犁

“活血库”李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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