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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轻轻一甩，针头就像飞镖一样“飞”了出去，随即准确地扎进血管，这个过程仅需要0.5
秒，在病人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之前，扎针已经顺利完成。

这不是武侠片里的传奇动作，而是真实地出现在沪上医院的抽血窗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很多病人都知道，
抽血窗口的90后检验师李富升就是一位“飞针侠”，即便遇到又细又脆的“问题血管”，他一样可以一针见血，病人几
乎无痛楚。不过，除了小伙子的“飞针”让人点赞外，更多人点赞的是那颗温暖的心。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90后检验师李富升可以在0.5秒内一针见血，病人几乎无痛
感。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1毫米粗的血管 半秒一针见血
心系病患练就绝技 90后男检验师成“飞针侠”

“医生，我的血管不好找，能
不能一针搞定！”“医生，能不能
轻点，我怕针。”……这样的询问
在各家医院的检验科采血窗口，
每天都有。作为整个检验流程
中的一小环，抽血看似不起眼，
却是舒缓病人病痛的一扇窗口。

来胸科医院验血的多为心
脏病、肿瘤复查患者，其中有些
病人经过长期化疗后四肢水肿，
血管几乎被组织液覆盖住，而且
比一般人更硬和脆。“扎针抽血，
是检验科医护人员必备的基础
技能，但这恰恰最能体现医务工
作者对病人的人文关怀。”胸科
医院检验科主任王佳谊说，“小
李飞针”之所以在病人中口口相
传，就是解决了不少病人的“心
病”——害怕扎针害怕抽血。“小
小的抽血环节看似不起眼，却是
舒缓病人病痛的一扇窗口。越
是细小的细节，越是需要医护人
员去用真心去守护。”

“不过，准确来说，我们的抽
血窗口不能称为‘窗口’，更应该
算是个平台。”王佳谊告诉记者，
胸科医院门诊共设立四个抽血
位置，每天抽血超过600人次，每
月1万人，一年要扎十几万次。
但是和传统的抽血窗口不一样，

这里并没有设置玻璃。“没有玻
璃，交流变得更加直接。我们的
检验师可以更近距离和病人接
触，倾听他们的声音，真正走近
他们的心。”

正是在这个没有玻璃窗的
采血窗口，李富升采血的时候，
总是不忘多叮嘱病人几句。“叔
叔，记住这个好的血管位置哦。”

“阿姨，抽完血三天记得查报
告。”……针对平日里病人问的
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李富升还专
门利用空余时间制作成了科普
小手册，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四
期。“每次来这，都会感觉暖暖
的。”一位老病人说。

生活中的李富升养了一只
猫，他的微信头像正是他的猫
咪。难得有时间出去旅游，他也
会带着他的爱猫。“喜欢小动物
的人，通常都会特别善良。”私底
下，同事如此评价李富升。就在
门诊抽血台不远处，墙上挂满了
许多病人专门赠送给李富升的
感谢锦旗，这些是对他最大的肯
定。送来锦旗，有人是感谢李富
升的专业技术；也有人感谢他除
了抽血之外，给予的各种帮助。

事实上，除了抽血工作外，
李富升还有很多检验科的其他

任务，但是他还是深深热爱着没
有“窗”的抽血窗口，因为与病人
近距离接触，他觉得“可以传递
温暖，特别有意义”。不过，李富
升说，“小李飞针”代表的不仅是
他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检验
科窗口团队每个人都在不断努
力，练就了各有特点的“飞针”技
能。

而李富升也和同事一起精
益求精，练就本领。“其实没有很
深奥的秘诀和技巧，多练习，日
积月累，才能熟能生巧，让更多
患者受益。”李富升说。

一个眨眼的工夫，就能完成
一次“飞针”。但是，这一手好功
夫又是如何练成的？李富升的
答案很简单：“无他，唯手熟尔。
沉下心、用心做一件事，自然就
会做好了。扎得多了，用心多揣
摩，也就有了心得。”

无论工作或生活，最难的是
自己认同自己。传统观念中，抽
血这些医学项目总是与温柔、细
致关联在一起；而男孩也似乎总
和“大大咧咧、毛手毛脚”分不
开。李富升说，抽血窗口的男检
验师比例相对较低，多年前也遇
到过带着怀疑目光的患者和家
属：“你行吗？”但是，他却用实际
行动证明——男检验师一样可
以将抽血这项工作做到极致。

要练成飞针采血，先要打好
基础，掌握普通采血的要点。真
正上岗前，李富升经常见缝插针
在橡皮管上练习，因为橡皮管的

触感和弹性跟人体血管最相
似。飞针采血靠手腕发力，带动
手指，“手指有一个弹出的力，轻
巧地进针，掌握这个力度要靠多
次练习才能形成肌肉记忆。针
对血管条件不同的病人，力度要
有相应变化。”

下班后，李富升也常和同事
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探讨技术。
大家一起切磋，再加上看书学
习，慢慢摸索出了飞针采血这一
招。

那么，如果无法看清病人血
管，飞针采血还能派上用场吗？
李富升笑着解释，“其实采血不
是靠看，主要靠摸，摸出静脉的
位置、方向，判断下针力度。飞
针采血也是一样的。”

对于没有弹性的血管来说，
每抽一次血都是一次极大的考
验。“我们的针是0.7毫米，个别
长期放/化疗患者的血管也就比

针粗一点点，大约在1毫米以内，
而正常人的血管大概在5毫米以
内。”李富升给记者说了这么一
件事：有一次，一位晚期肺癌病
人来抽血，因为化疗药水对血管
有极大的损伤，他的手臂血管已
经抽不出血了。“我只能从他的
腿上抽，但是他的腿和胳膊一样
细，上面的血管一样非常细微，
我就一边拍打血管一边慢慢进
针，一滴一滴地抽。为了不让管
子里的血凝固起来，我只能用右
手帮他抽血，左手不停地摇晃试
剂管。”

越投入，越热爱，越离不开，
而“小李飞针”正是在这一次次
高难度的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技
巧。采血也有“回头客”，这是对
检验师的认可。“小李飞针”被越
来越多的病人所知道，有病人甚
至“慕名前来”。“其实这是对我
们的信任。”李富升说。

“飞针手法”，往往是病人还
没反应过来，针就已经扎进血
管。“飞针侠”扎针时，如同射镖
一样，进针极快，准确并轻巧，让
病人感受到的疼痛较轻。1993
年出生的李富升正是一位“飞针
侠”。

上周五早上8点，胸科医院
检验科窗口如往常迎来了早高
峰，采血窗口的病人多而有序。
一位姓张的阿姨拿着排号单，在
李富升前面坐了下来。

眼前的李富升是一位长相
帅气、性格开朗的大男孩。采血
针、皮条、采血管便是他的操作
工具。李富升叮嘱张阿姨握住
拳头，在她的手背上拍了几下，
确认好血管的位置，做好消毒。
紧接着，只见李富升手指轻轻一
甩，针头便“飞”了出去，准确扎
进血管。整个过程轻巧而迅速，
有点像网友们说的“蚊子叮
人”。很快，两管血就抽好了。

刚抽完血穿上外套的张阿
姨告诉记者：“我还没有反应过
来，血已经抽好了，好像被蚊子
轻轻叮了一下，几乎没啥感觉。”

老病人李阿姨当天也来窗
口找李富升抽血，她已经记不得
这是第几次来了。采访中，李阿
姨不住点赞这位“飞针侠”：“小
伙子手法好啊！我生病很多年
了，好的血管没剩几根了。小李
医生能一下子找准位置，每次都
能一针出血，并且还让我记住好
的血管位置，这样如果去其他医
院也能一针扎准。”

快、准、稳！采访当天上午，
李富升为近100位病人抽血。在
记者近距离拍摄下，无论是正常
速度看，还是放慢了看，李富升的

“飞针”都在一瞬间扎入了血管，
扎针动作基本在0.5秒内完成。

“飞针，靠的就是一瞬间的
爆发力。”李富升这样解释，针头

“飞”进病人血管的速度越快，病
人体感越不痛，扎完后也不会起
淤青血块；一针进血管，不退针、
不反复扎，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溶
血感染，确保血液样本检测的精
确度。“病人抽血时痛感少了，他
们对看病的恐惧或抵触情绪就
会减少，这对后续检验以及治疗
都有帮助。”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血已经抽好了，好像被蚊子轻轻叮了

一下，几乎没啥感觉。”

“飞针，靠的就是一瞬间的爆发力。病人抽血时痛感少了，

他们对看病的恐惧或抵触情绪就会减少，这对后续检验以及治

疗都有帮助。”

【一针0.5秒】

“无他，唯手熟尔。沉下心、用心做一件事，自然就会做好了。扎得多了，用心多揣摩，

也就有了心得。”

“其实采血不是靠看，主要靠摸，摸出静脉的位置、方向，判断下针力度。飞针采血也是

一样的。”

【一心做一件事】

“小小的抽血环节看似不起眼，却是舒缓病人病痛的一扇窗口。越是细小的细节，越是

需要医护人员去用真心去守护。”

“没有玻璃，交流变得更加直接。我们的检验师可以更近距离和病人接触，倾听他们的

声音，真正走近他们的心。”

【一个人一“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