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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华：护理事业是我无悔的选择
因本报见习记者 陈祎琪

主委访谈

李葆华：硕士学历，主任护师，硕士研究生导

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理部主任。担任国际护士

会 NP/APNN委员会委员、中华护理学会理事会副

秘书长、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护理管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护理学会门诊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专业委员会护理

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护理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护理学会社区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北京神经科学会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北京健康管理协会护理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护

理管理》杂志副主编、《中华护理杂志》《护理学杂

志》《中华现代护理杂志》《护士进修杂志》编委。

名医简介

20 多年前，李葆华还是一个略显

青涩的新护士。

那时，她护理的第一位患者是一名

吹着呼吸机的渐冻症病人。“患者 50

多岁，是家里的顶梁柱。当时渐冻症没

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在护士精心的

护理下，他存活了好多年。虽然这位患

者最终还是去世了，但这段经历让我

意识到，在临床上，治疗很重要，但护

理也必不可少。”

如今，李葆华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的护理部主任。

“很多疾病无法根本治愈，患者想

要延长生命长度、提高生命质量，离不开

专业的护理。我们护理工作者不能只看

到疾病，更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

医生的战友 患者的朋友

一提到医疗，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医

生，但“医疗不等于医生”，护理也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护士，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医生的战友、患

者的朋友，要协助医生实施治疗方案，

参与疾病全程管理。”李葆华说，即使

是小小的一粒药，也要经过缜密的流程

才能传递到患者手中。

在处理医嘱时，护士是监督者的角

色，需判断医嘱的正确性，确保无疏漏之

处。“如果糖尿病患者的医嘱中有含糖治

疗，我们就要确认医嘱中是否同时给予

了降糖的措施，否则就可能存在安全风

险。”在发放药物时，护士是执行者的角

色，需告知患者服药的剂量、次数和方

式。在患者服药后，护士是观察者的角

色，“不是发片药就没事儿了”，而要观察

患者的用药反应和病情变化，包括有无

过敏等副作用、疾病症状是否缓解等。

此外，在李葆华看来，护士还是医患

交流的纽带，是信息传递的桥梁。“我们上

连医生、下接患者，既向医生传达患者的

诉求，也为患者解释医生的治疗方案。”

“护士也是倾听者。”李葆华说，护

理是一种艺术，不仅要关注患者的躯

体健康，也应倾听他们的内心感受。

“久病患者大多心理负担较重，如果我

们在换药时、在平时接触中，愿意陪他

们说两句话，再加以专业的疏导，会有

助于提升治疗效果。”

护士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他们的工

作专业且庞杂。如果只能用一个词语

概括，李葆华的答案是健康守护者。

护士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

力量，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

要构成。为搭建护理学术交流和管理

经验分享的平台，促进护理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规范建立，实现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助力健

康中国战略，李葆华前不久当选为中

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护理管理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从社区医院到三甲

医院，全国共有 500 多万名护士，通过

专委会，希望每一位护士都能发挥自

我的优势和能量。”

一颗同情的心
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现代护理学科奠基

人南丁格尔曾说，护士

要有一颗同情的心和一

双愿意工作的手。“一

颗同情的心”代表护士

要有人文素养。“我们

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有感

情的人，我们说的话能

不能让患者接受、能不

能让患者感受到我们在

关心他，这都取决于我

们是否建立起一个可信

的职业形象。”

“一双热爱工作的

手”代表护士要练就过

硬的专业素质。李葆华说

这也是北医三院全体护

理人员的共识。护士只有

彰显出专业性，才能获得患者的尊重和医

生的认可。“如果你做着病房保洁员和患

者家属都能做的工作，遇到患者身体不适

只会说一句‘我给你叫大夫去’，那还有必

要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吗？”

李葆华表示，一名合格的护士在面

临患者不适时，首先应当判断当下情况

是否危急，如若危急，应立即呼叫其他

医务人员；如果不是，应先为患者进行

专业评估。以外科手术患者常见的疼

痛问题为例，护士需要评估患者的疼痛

时间、疼痛部位、疼痛性质、疼痛诱因、

疼痛程度、生命体征等，并安抚患者情

绪，以免其过度紧张。离开病房后，护

士应及时向医生汇报患者的前期病情、

当前症状和评估结果，方便医生尽快掌

握患者情况，为患者实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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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与李葆华的采访定在下午两点，

那天有些阴冷。我在北医三院行政楼

下见到她，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工作装，

戴着银框眼镜，笑盈盈地向我招手。

我们聊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李葆

华很健谈，她善于用事例将自己要表

达的内容变得通俗易懂。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她说大家一提到护士，总觉得

苦，但护士不是这世上最苦的职业。这

个行业，有人离开，有人留下，但去留

不是因为辛苦与否，而是“我做这么多

到底值不值得”。如果能发自内心地被

尊重，而不是在护士节或需要护士扛

事儿的时候被虚伪赞美，那就是值得。

这一点，令我很意外。她没有顺着

大众的期待对护士的辛苦过度描摹，

而是看到了坚持护理工作的人对于自

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老龄化时代到来，我问李葆华这

给护理工作提出了哪些新挑战。她

说，老龄化社会一定更缺护士，也更

缺照护者，但护士不等于照护者，这

一点需要说明。我恍然觉醒，或许我

们在无形中将二者混淆了，照护者大

多是患者亲属的另一重身份，他们只

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但护士是一

份有从业门槛的职业，他们提供的是

专业护理。我想，只有人们将二者的

区别根植心中，护理的价值才能被真

正理解。

2020年，李葆华被评为北京市抗击

新冠疫情先进个人。当我问她参加这场

抗疫行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刚说了

两句就有些情绪失控，哽咽到说不出话

来。几分钟后，她心情才逐渐平复。

她说，自己不爱回头看，现在想起

来有种恍如隔世的不真切感，像做梦

一样。李葆华说不出这场经历中最难

忘的瞬间，但我却分明能够感受到正

在她心底翻涌交织的各种情绪。

采访当天是北医三院呼吸亚重症

病房宣布关闭的日子，我们赶在仪式

开始前结束了采访。在楼道里告别时，

李葆华祝我周末愉快，然后说明天就

立春了。

是啊！冬去后的春天、疫情消散的

春天、护理的春天，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