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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五，医院举办志愿者活
动，护士长们带着几名病情稳定的患
者前往徐汇滨江活动，晒晒太阳、看看
滨江的发展。当患者小许经过爱心
小屋时，她拿出一张明信片，给黄凌娟
和张秀青他们写了一张贺卡：“祝你们
节日快乐”，这让大家感动不已。

刚送来时，小许头发凌乱结块，
满脸漆黑，衣服破旧不堪，几乎无法辨
认原来的颜色，远远就能闻到恶臭，甚
至一眼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最可怕
的是，她一直觉得有人要害她。在医
院的每一天，护士长张秀青和其她护
士们不怕脏臭给她擦身洗澡更换衣
裤，轮流带她去洗脸，刷牙，给她喂水
喂饭，细心观察她大小便的时间，提前
哄她去上厕所。为了让小许走出自
己的世界，护士们每天一边照顾她，一
边和她聊家常。慢慢地，小许日常生
活能够自理了，开始愿意与大家说话。

在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绝大多
数的家属在把患者带到医院后就启
程回家，过年过节才会偶尔来看看，
之后护士们就需要全方位地负责患
者生活。逢年过节，护士们和病人一
起包饺子，就像家人一样。有次医院

收治了一位女患者，第二天护士发现
她早上吐得厉害，一检查才证实她怀
孕了。护士们联系家属的同时，更加
小心地照顾她，生怕她出意外。因怀
孕，这位患者常常觉得食堂的饭菜不
合胃口，要吃酸的、辣的、口味重的食
物，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拒食，为此护
士们还会特地去超市帮病人买水果、
酸奶、辣酱等合病人胃口的食物……

在医院里，不乏住院时间达十多
年之久甚至终身住院的患者。护士
们时不时会打电话请求家属到医院
探望患者，但是有些家属接到他们的
电话直接挂断了；有些说会来医院但
是等了几年还是没有等来家人的看
望。有的患者因为疾病需要去其他
医院治疗，没有家人陪伴，只能由护士
们陪伴；有些患者要出席重大婚丧仪
式，护士们也是全程陪同……“时间
长了，我们的角色就是替代患者亲人
照顾他们。当他们被遗忘了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黄凌娟说。

护士们说，工作中确实受过不少
委屈，迷茫过，困惑过，当忙碌时听到
患者说一句“护士，你真不容易”，心里
就会有一种酸酸的、想哭的感觉。

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80后女护士坦言上班需高度“警惕”

当患者被遗忘 我们就是家人
说起精神病专科医院，很多

人会觉得神秘、甚至害怕。但
是，在这里却有一群“白衣天
使”，他们每天都要与一群可能
伴随狂躁、伤人等过激行为的患

者打交道。他们需要24小时与患者在一起，除了治疗他
们的疾病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和爱心去照顾好每一
位患者。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记者来到徐汇区精
神卫生中心，感受这群白衣天使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当他
们被家人遗忘了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80后护
士长黄凌娟坚定地说。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上周五，记者来到徐汇区精神卫
生中心，这里住着400多位精神疾病
患者。四个主要的收治病区中，包括
4位护士长在内，一共73名护士，轮
流照顾着这里的病人，黄凌娟就是其
中一名护士长。

2003年，1984年出生的黄凌娟
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至今已过去
14年。黄凌娟所在的七病区一共有
100多张病床，这里都是女性病人，
因为疾病的特殊性，需要封闭式管
理，除了铁门，每个病房窗户均加装
了防盗窗。

记者看到，因为患者的数量远远
超过了床位设置数，大大小小的房间
都挤满了病床，走廊里也加了不少床
位。护士站设置在病区顶端朝北的
小房间，护士们为了不占用患者的空
间，又方便兼顾病房两边夜间观察患
者的情况，坚持在病区中间设置了一
个简易护理值班点——一张小桌子
加一把椅子，一整晚，值班护士就坐
在这里。晚上患者上厕所，有一些需
要搀扶一把的也能够随时得到照顾。

在病区活动室旁，有一个储藏室
放着病人家属或医院给病人送来的
食物和日常用品。为保障病人安全，

凡是比较锋利的、坚硬的物品，均由
医护人员来保管，在医护人员的监管
和帮助下使用，以免出现自伤或者伤
害别人。

精神病人一般生活懒散，不在意
自身卫生习惯，事事处处都要照顾。
而护士们除了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
和医疗操作，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照
顾他们的生活饮食起居。除了刮胡
子、剪指甲等琐事，就连病人的衣裤
破损、纽扣松动等，也多是护士们抽
休息时间来缝补，有的破得穿不了
了，护士们还为他们捐献一些。“有些
患者自己会吃饭、刷牙、洗脸，但不会
主动做，所以你得一遍一遍地去教他
们该做什么。女孩子都是爱美的，即
使生病了，也希望让她们每天都看到
清洁美丽大方的自己和室友。”黄凌
娟告诉记者。

黄凌娟说，不论患者在社会上是
什么年龄、身份，一旦病发，都像是失
去理智的孩子，或哭闹无常，或突然
动手打人，而护士们就需要像幼儿园
老师一样，耐心哄、用心劝，也许一两
个看似普通的亲密肢体动作，却可以
给这些脆弱的病人带来极大的心理
安慰。

精障患者情绪不稳定，病情易复
发，有的具有严重暴力倾向，工作在
精神科病房的医护人员被患者打骂
已是家常便饭。“我们这里是封闭式
病房，没有家属的陪护，患者的一切
都需要我们医护人员来照顾。”护士
长夏芳说，自己当病房护士长好几年
了，时常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心中
的压力感也从未减轻过。

夏芳至今记得她刚参加工作时
发生的那一幕。那次是因为她没收
了一位男患者身上的打火机，被这名
患者记恨在心。之后的一天她值夜
班，当她从病房返回办公室的途中，
这名患者突然冲了出来，试图抓住
她。夏芳吓坏了，冲进办公室后立即
将门反锁上，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后
来在保安的帮助下，她才得以脱身。
但是，这也让她明白一点，工作的时
候一定要更加注意方式，上班时要保
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工作上的严谨性。

“有时候他们会暴躁，会对我们
发脾气，这是因为他们是病人，就像
感冒患者会流鼻涕、糖尿病患者血糖

会升高一样，他们的情绪自己也控制
不了”。夏芳说，比起其他医院的护
士，他们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关心和呵
护，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

“很多患者在康复后也都会主动来
医院，为他们之前发病时的打骂行为道
歉，一声对不起会让大家满满感动。每
当有患者康复回归家庭和社会，我们也
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夏芳说。

在日常的工作中，护士们都学会
了一些技巧。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
中，他们会试着走进患者的世界，去
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避免言语刺激。

“比方说妄想症患者，他们恐惧时会
一动不动，这时便不要强行去干扰或
拉拽，慢慢与他们交流、宣教，平复心
情之后，再引导对方去休息。”与精神
病患者接触久了，护士们都能通过患
者的眼神、言语和举动，判断患者的
病情状况。

然而，除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外，
护士们还要时刻提防、及时发现并迅
速处理患者的自杀自伤事件。

精神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行
当。护士们常常这样判断找工作的
好坏：“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
科，死都不去急诊科”，但比起又忙又
累，是非多又暴力高发的急诊科，精
神科“被人身攻击”的职业风险更大，
每天被疾病带来的负能量淹没，真“心
累”。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护理部主
任周红丽告诉记者：凡是敢于挑战精
神科护士这个职业的人，都需要强大
的内心和同样强壮的体魄。精神科病
人往往预后不好，有的一住几十年，或
者好不容易出院了，可是没几天就发
病又回来了。这里的病人都是封闭式
管理的，而医务人员则是陪他们一起

“被”封闭式管理的。所以很多坚持不
了的医护人员呆不久就离开了，而留
下来的个个不简单。

“刚毕业那会儿，我对自己的工
作很难适应，甚至有些无所适从。我

知道做护士难，但没想到做一名精神
科护士要这样辛苦。”护士长陈佩利
告诉记者，因为精障患者受歧视，照
顾他们的医护人员也会跟着受歧
视。有的年轻护士找对象，对方就提
出要求“离开精神科，换个医院工
作”；护士们带着患者外出进行志愿
者活动时，有些知情的人会远远地躲
着他们……

陈佩利说，这么多年的工作让她
明白了精神科护士不仅是手的劳作，
更是心的付出。能坚持下来的护士
都很热爱这份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患
者还需要他们。

“当自己受委屈时，想到患者日
常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力，他们这点委
屈也就不值一提了”。护士们常常
说，精障患者需要社会的尊重和理
解，而照顾他们的医护人员也需要关
爱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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