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医院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那么急诊

室就是战场中最激烈的前线，而这里的医护人员就

是那些站在最前线、竭尽全力挽救生命的“敢死队”。

他们面对的患者不是车祸就是外伤，病情紧急且涉

及范围广；他们抢救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

与否，吃饭没准点，困了不能睡；他们永远不知道

下一个病人是什么情况，永远不知道“战斗”何时

打响⋯⋯这就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

（以下简称急诊科）医护人员的真实写照。他们永

远以最饱满的激情演绎着“生死速递”，与时间赛跑、

与病魔抗争，以每年 30 万人次、出诊救护车 2400

余次的“战绩”称冠邕城。

站在生死最前线，

争分夺秒为生命加油

在医院这个生死较量战场，急诊科的医生和

护士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勇士”，每天争分夺秒

为生命加油，一刻都不能停歇和怠慢。

“立即实施心肺复苏！赶紧去拿除颤仪！”

一名患者被送到抢救室里，但是已经没有一张空

病床。只见医护人员直接在抢救室地板上急救，

有条不紊地分别进行心肺复苏、插上各种管子、

推监控设备、抽血⋯⋯直到患者心跳恢复正常。

而此时，医护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湿了。这

是日前发生在医科大急诊科的一幕。

此外，在这两层共 5000 多平方米的急诊科被

患者挤得水泄不通，包括走道在内的每个能利用

的地方都被占用，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

家住横县的张大娘患有胰腺疾病，在输液过程中，

引流管不停地流出黄色的液体。医生两天前已经

开了住院单，由于暂时没有病床，她只能买席子

临时住在走道上等床位。

“我们科有 10 张固定抢救病床，此外还有 20

张流动病床，但依然不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

急诊科主任朱继金教授表示，日均就诊量高达 800

多人次，而急诊科只有 110 人，所以医护人员只

能连轴转，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

下午近 1 时，急诊科总护士长黄霜霞才拿起电

话订了一碗粉凑合做午餐。“帮我送碗老友粉到医

科大急诊科吧。”黄霜霞说，忍饥挨饿太正常了，

有时急救出诊电话一来或者有病人送到科里，连饭

都来不及吃，“即使下班，遇到重大事故或病情，

无论深夜还是清晨，被叫来加班也是常事。”

在朱继金教授看来，急诊科就像一个永远停不下

来的陀螺，全年无休。特别是重大节假日，更是随时

处于应急待命状态。他已记不清急诊科的同事有多少

个节假日没有陪伴家人了。而他自 2009 年从心血管

内科调任到急诊科当科主任后，就再也没有公休过。

轻伤不下火线，

以“敢死精神”为他人护航

在急诊科，每天 24 小时的昼夜坚守、365 天

的不间断值班，早已是医护人员的行为准则。但

相对于紧张和忙碌的工作节奏，他们还需要默默

承受世间百态和各种委屈。

就在今年 6 月底某日，在急诊前台接诊过程

中，值班的卢护士被患者陪同人员打伤了。据卢

护士回忆，当晚 10 时许，一辆小轿车开到医科大

一附院急诊大门，车上有 5 人，其中 1 人满身酒气，

下车后径直走到前台挂号处高喊救人。医护人员

当即询问病人情况如何，并告知需要挂号。没想

到男子随后大声用言语侮辱医护人员，还不时用

手指戳办卡人员，并扯掉 1 名医护人员的眼镜。

值班的卢护士忙上前劝解，可才交流几句，男子

就拿起分诊台上的告示牌和宣传牌砸向卢护士。

卢护士被砸中头部和腰背部，随即出现头晕、恶心、

胸闷、腰背部疼痛等症状。但她仍然坚持完成手

头工作才去诊治，并被医生初步诊断为“脑震荡、

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这并非个例。在急诊科，这种挨打受骂的情况

实在太多。“急诊科工作强度常人难以想象，尤其

是值大夜班，从当天下午 6 时到次日上午 8 时，整

整 14 个小时。”急诊科急诊病区护士长黄翠青表示，

除了完成 14 小时高强度的工作，随时可能面对各

种突发事件，包括大批伤员，或者打架斗殴，或者

酗酒闹事，或者蛮不讲理的病人及家属。在这种情

况下，医护人员不仅要抢救病人，还要承担维持环

境秩序、解释等复杂工作，这对体力和心理是一种

极大的考验。

正是由于急诊科是急危重病人抢救之地，自

然成为医患矛盾及风险最聚集、突出的地方，因此，

受委屈已成了家常便饭。但作为急诊科医护人员，

内心始终都坚定着一种信念：救死扶伤是医护人

员的职责。也许就是这样的职责赋予了他们太多

的责任，就像被打的卢护士一样，虽然已感觉身

体欠恙，但仍坚持把手头工作完成再去就医。

不抛救人信仰，

开绿色通道救“三无”患者

2015 年，急诊科接诊了一名由 120 送来的急

诊昏迷患者。患者是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处于深

度昏迷状态，身无分文且无家属陪伴、无身份证明。

面对此种情况，是选择推辞、逃避，还是义

无反顾救人？急诊科医护人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后者，他们马上为该男子开通了“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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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先及时救治”的医疗原则，用实际行动诠

释医者仁心。经一系列急救诊治，发现该男子患

有动脉瘤并出现破裂大出血的状况，需要大量血

液制品，若不能及时输血治疗，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为此 , 急诊科紧急联系输血科帮忙。

男子经过抢救清醒，医护人员和其交流后

得知了他家人的电话。可多番联系下，得到的

答复却是该男子是一名屡教不改的吸毒人员，

所以家人都不想理会。得知这种情况，急诊科

仍然没有放弃对男子的治疗。此外，由于患者

病情危急，急诊科医护人员承担起了轮流照顾

男子的重任，并免费为他提供一日三餐。经过

两个月的治疗，这名男子病情终于稳定并自行

出院。为了救治这名“三无”病人，医院一共

承担了 2 万多元医药费。

“一般急性病患的家属都会在抢救过后补交

医药费，但像这种‘三无’患者的费用就较难保

证。”朱继金表示，这些费用只能由医院来承担，

这几年来，医院每年为“三无”患者垫付的医药

费达 10 万元。

虽然医院已投入了很多资金和救助，但朱继

金坦言，他们始终把患者生命放在第一位，绝不

会推卸社会责任，积极践行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会继续开辟“绿色通道”救治患者。据了解，急

诊科在 2015 年一共救治了 50 多名“三无”人员。

在医患纠纷不断出现的今天，急诊科以实际

行动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彰显了“医者仁心、

生命至上”的大爱精神。

创广西多个第一，

开拓急诊救治新模式

由于待遇低、负荷重，目前我国很多急诊科

陷入人才短缺困境。有部分医院急诊科，甚至没

有固定医生，只能是各科室医生轮值。但是，医

科大急诊科却成为急诊医学人才成长的摇篮。这

里是广西急诊医学医疗、教学、科研中心，是急

诊医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学科，广西卫生重

点建设学科，广西唯一的医药卫生重点建设学科，

广西急诊医疗质控中心挂靠单位，广西唯一、全

国为数不多的急诊医学博士授权点。目前拥有医

师总数 78 名，护理人员 212 名，其中教授 15 名、

副教授 20 名，拥有博士学位 21 名、硕士学位 52 名、

博士生导师 4 名、硕士生导师 9 名。

2015 年 2 月，急诊科还通过了中国胸痛中

心的认证，成为广西首家通过国家级胸痛中心

认证的省级冠心病诊疗救治中心。建立“拯救

胸痛病人的生命之网”：专线急救电话、远程

心电传输、快速检验系统、一键式手术团队启动、

先救治再交费的“绿色通道”⋯⋯“时间就是

生命，时间就是心肌”“分秒必争，与死神赛跑”，

在胸痛中心得到了最好的诠释。2015 年上半年

数据显示，急诊科对来诊 10 分钟内的胸痛患者

一共做首次心电图 1420 份，其中诊断心梗病人

95 人，30 人在有效时间内行急诊 PCI 术，极大

地提高了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患者

住院时间及死亡率。

除了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急诊科在科研

和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仅 2015 年获省部级立项

资助课题 2 项，厅级立项资助课题 5 项；发表 SCI

论文 5 篇，核心期刊论文 10 余篇，其他刊物论文

20 余篇。在创伤急救、呼吸系统急危重症、猝死

与心肺脑复苏、急性中毒上，急诊科近些年颇有研

究和建树。

正是这样的拼搏努力和创新进取，让他们收

获了喜人的成绩，先后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青

年文明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人先锋号”、院“五四

红旗团支部”等先进集体称号。

打造“翼动天使”，

实现无缝隙优质护理

急诊科能在就诊量逐年增长的情况下，仍保持

较高的患者满意度，除了医生技术精湛和高明，还

得归功于科室打造的“翼动天使”无缝隙优质护理

服务。

据朱继金主任介绍，“翼动天使”分在四站

进行，在分诊区设“接诊天使”、抢救区设“守

护天使”、观察区设“移动天使”、候诊区设“关

爱天使”，实现了无缝对接，为急诊患者分诊导

诊、抢救治疗，维持秩序、心理疏导、健康指导、

康复陪伴等提供高效、快捷优质的全程服务。

患者进入医院诊疗，大都对医院急诊的诊治

程序不会太清楚，这时接诊护士的工作和态度就

显得尤为重要。分诊班的护士时刻站在分诊台前

快速接诊，将服务前移，通过优化各项挂号、检查、

治疗、用药流程，做到了及时分检、评估病人病情，

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流病人至红区（抢救区）、

黄区（观察区）、绿区（候诊区），尽早识别急

危重症患者，给予优先救治。

急诊抢救室每分每秒都是在和死神搏斗，对

心梗、脑出血、突发成批伤员、“三无”等危重患者，

实施优先就诊优先抢救，实行抢救区护士为患者

提供全程细微服务，还对“三无”病患这部分最

弱势的群体，予以更多关爱及心理护理。据悉，

急诊科每年接诊危重患者约 7.7 万人次，抢救约 8

万人次。

而患者经抢救处置后需在留观区进行观察。

急诊科把观察区的工作模式由“功能制护理”转

变为“责任制整体护理”的责任包干，每个护士

分管一定数量的患者，定时巡视，勤观察、勤记录、

勤处置，严密观察病人病情，及早汇报医生采取

措施治疗，并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急诊患者的就诊表现很多是焦虑、急躁的，

所以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十分重要。急诊科根据

急诊患者这一特点，于 2015 年成立了以护士为主

体的“人文关怀小组”，分别在红、黄、绿三个

候诊区内巡视，“多问、多看、多走”，及时给

患者解答各种问题，提供需要的帮助，安抚就诊

患者的情绪。

急救知识送到基层，

奉献爱心服务社会

为加强医护人员应急救治能力、抢救配合能

力，急诊科定期实行医护一体化应急救治演练培

训。因此，每一次的突发事件、重大抢救，他们

都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以娴熟、精湛的医学

技术完成每一次抢救。

2013 年 3 月 21 日，一旅游大巴车因急刹车导

致 23 名旅客不同程度受伤后陆续来到急诊科就诊。

当班人员从容不迫，启动各项应急预案，为 23 名受

伤人员开通“绿色通道”，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各项

检查、治疗等工作，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和妥善安排。

无独有偶。2014 年 4 月 17 日晚，昆仑关方

向一车祸导致 4 人重伤，南宁市 120 在转送病人

来急诊科途中，急诊科医护人员在医务部指示下，

立即调配各应急人员，做好各项抢救准备，及时

通知心胸外科、泌尿外科、骨科、普外科等相关

科室，在病人到达医院后立即得到相关抢救工作。

在每次应急救治演练和重大事故抢救后，急诊

科医护人员都会积极总结经验。此外，在加强自身急

诊急救技能水平的同时，他们还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毫

无吝啬地推广至基层，开展对基层医院的培训、指导

工作，采取“送下去，请上来”的办法，极大地提高

了基层医院的急诊急救水平，让更多群众受益。

据了解，近 3 年来，急诊科举办各级学术会议、

继续教育学习班 5 次，推广有关新技术、新理念，

扩大学科学术影响，下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培训、

讲座与义诊 10 余次，培训基层人员 500 余人。

此外，2011 年以来，为了让广大群众掌握真

正的急救技能，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急诊科医护

人员每年都以不同形式进行科普知识宣教，定期到

学校、社区、企业等各群体和各单位开展实用的急

救知识培训，对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术，蛇伤、烫伤、

食道异物等应急处理办法进行手把手教学和示范。

结束语

我国除了儿科医生奇缺，还缺急诊科医生。

因为急诊科医护人员永远是步履匆匆，以至于急

诊科医护人员很难有功成名就的感觉，得到的赞

誉永远最少，受到的委屈却永远最多。

可他们始终坚持用专心、精心、贴心、耐心、

爱心的服务理念，和时间“赛跑”，和死神“搏

斗”，对任何一名患者都不轻言放弃。所以对这

样的一群人，我们应给予更多的理解、尊敬和爱戴，

希望大家正确认识急救理念的真正含义，把宝贵

的急救资源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生命！

急诊科的故事每天都还在进行，愿这里的故

事少一些叹息，多一些温馨；少一些悲痛，多一

些感动；少一些医闹，多一些尊重。

最后，请大家记住这群可爱的天使——广西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

坚守生命第一线，
       时刻演绎 “速度与激情”

 ——“广西工人先锋号”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急诊科

急救团队 急救 急救治疗

每年完成约 30 万人次的救治，承担南宁市一半的医疗急救工作，他们是医院里的“敢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