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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积极的照顾，一切都是为了
“温暖人生归途”

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安宁疗护的定义是：对没
有治愈希望的病患所进行的积极而非消极的照顾，对疼
痛及其他症状控制，是为了尽可能提升病人和家属的生
活品质。

在青岛的 35 家安宁疗护试点基地， 这样的照护准
则得到了最温情的落实。

“我还记得王准刚来时的样子，因为病情恶化，他
的语言功能衰退，意志非常消沉。”孙建美看着现在的
王准，虽然不能说话，却时常露出笑容，她忍不住感慨
万千。

王准原本是一名海军士官， 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
却因突患小脑共济失调，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这是一
种遗传性疾病，无法根治，王准的父亲就是因此去世的。
起初，王准的母亲还能照顾他，但随着他病情加重，身体

各项功能退化，母亲也感到力不从心，于 2021 年初将他
送进了护养院，在安宁疗护病房安了“新家”。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每天清晨，王准床
头的音乐播放器就会传出嘹亮的军歌，如同他在部队时
一样。音乐播放器是去年建军节时，孙建美送给王准的
礼物，她在里边下载了上百首歌曲。王准的床铺干净又
温馨，床头摆着他的军装照，那是专门为他冲印好并装
裱起来的。由于王准已经完全瘫痪，连把床摇起来半坐
都实现不了，也就没法再被带到室外去活动。于是，每天
10 点左右，孙建美会把电视搬到王准床前，让他看两个
小时的军事节目，并不时与他交流，此时趴在床上歪着
头看电视的王准就会很兴奋。

对于孙建美来说，哪怕王准的身体每况愈下，她也
要让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她跟王准聊天
时会紧紧握着他的手。这样的握手，在孙建美工作之初
的时候让她很是难过，因为每个她握着手的人很快就将
走向生命终点，但是握多了这样的手，她发现，哪怕生命
就剩一丝光线，这双手传递出来的力量也可以抚慰悲伤
与孤独。

在护养院，付出爱的不仅仅有孙建美。专业的医护
人员，针对王准的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社工部
组织了青岛大学医学部的学生志愿者，定期来病房与王
准互动……在这样的陪伴下，王准原本黯淡的眼睛又重
放光彩。

关注患者的舒适度，哪怕是让她
睡个“好觉”

晚期癌症患者，会出现睡眠障碍、焦虑、谵妄等症
状，而疼痛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严重影响他们的生
活质量，因此，镇痛在安宁疗护工作中占比达 50%以上。

“还有半年的时间了。”当郭先生听到医生对母亲的
“判决”，他的心瞬间冰凉。肺癌骨转移已经压迫了母亲
的脊髓并引发截瘫，癌细胞啃噬骨头，让人痛不欲生。郭
先生和妹妹曾试过将母亲接回家照顾，但疼痛让母亲成
宿无法入睡，而且由于他们缺少护理经验，长期卧床的
母亲有了压疮，每天都在痛苦的呻吟中度过。那时，郭先
生的母亲只有一个心愿：可以睡个囫囵觉。于是，郭先生
一家商量后，选择将母亲送进青岛妇儿医院海泊路院区
的安宁疗护中心。

进入安宁病房，映入眼帘的是廊壁上特鲁多医生的
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还有其他
一些温暖的语言，比如“走在生命的黄昏里，倾听生命慢
下的声音”，搭配画着绿草与蓝天的房门，让人很容易就
忘却紧张和压抑。

在郭先生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医护人员通过针
灸、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疗法、镇痛药等方法为她缓解疼
痛， 她终于每晚都可以睡个好觉。 护工给她洗头发、翻
身、擦拭身体、护理口腔、剪指甲，此前她身上犹如鸡蛋
大小的压疮已痊愈。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医护人员关注
的重点不再是“病情进展”，而是“你今天舒适吗？心情好
吗？”他们全力以赴所做的事，是让患者活得更有质量。

死亡是安宁疗护病房无法回避的话题。但在青岛妇
儿医院海泊路院区综合内三科主任韩灵敏看来，与患者
共同制定适宜的诊疗决策和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是安宁

疗护专业人员人文关怀的最大呈现。“我们不仅仅是要
尽最大努力消除临终患者的身体痛苦，更要消除他们对
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也使家属坦然接受亲人离世，让生
死两相安。”与韩灵敏沟通后，郭先生没有再向母亲隐瞒
她的病情，希望她可以抓住仅有的时间和这个世界好好
告别。

在安宁病房居住的 100 多天里，郭先生的母亲经常
拿着手机与孙子视频聊天，她笑容明媚，还会不时地问
郭先生“我喜欢的那个小杨护士怎么还没来？”就这样带
着满心温暖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郭先生的母亲神色
逐渐安然，最后内心安宁地抵达彼岸。

读懂每一声叹息，关注生命的长度
更关注生命的质量

在圣德嘉朗中医康复医院内科，共有 40 多张床位，
专门收治各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后病情相对稳

定但又不适合转入普通病房的患者，以及各专科收治的
昏迷、长期卧床、气管切开的患者。这里并没有挂上安宁
疗护病房的牌子，而是有个特殊的名字———“后 ICU”。

“爷爷，咳嗽一下。”“清清鼻子，马上好了。”圣德嘉
朗中医康复医院内科病房护士小张正在帮病人清痰，尽
管患者几乎没有意识， 但她依然不断地对患者说着话，
语气轻缓。这间病房共有 8 个患者，几乎都为危重患者。

这里的护士和护工有着更加丰富的危重患者护理

经验和超乎寻常的耐心，可以让危重患者在得到专业护
理的同时，享受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护士们在每
一位患者面前都停顿良久、动作轻柔，为的是让患者们
感到舒适。病房中 90%为气切患者，饭前，两个护士会为
他们吸痰，一圈下来，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照顾无意识的患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对方不能主
动提出需求，只能靠医护人员自己观察和发现。由于患
者不能表达，一个细节如果被遗漏，轻则造成身体不适、
重则会出现生命危险。 所以医护人员需要像侦探一样，
认真读懂他们的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一个动作，并及时
给予相应的处理与安抚。

圣德嘉朗中医康复医院内科主任刘宏说，安宁疗护
并不等同于安乐死，而是对现有医疗水平不可能治愈的
临终患者放弃了创伤性抢救，但不会放弃镇痛、止呕、通
便等缓解症状性质的治疗。

刘宏与护士长赵莉莉都曾是三甲医院 ICU 的医护
人员，他们对两种“ICU”的区别了如指掌。赵莉莉说，在
ICU 病房，患者全身都插着管子与仪器监护，家人不能
时刻在身边，只有一大堆冰冷的仪器陪伴，这无疑让患
者感到更加孤独和恐惧，让人感到生命的脆弱。那里无
论昼夜都灯火通明，仪器的滴答声，周边的抢救声，这些
对于有意识的患者来说可能都是“恶性刺激”。而在“后
ICU”，倡导的是提高患者的舒适度，病房光线柔和，每
天到点熄灯，确保温湿度适宜，以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
她说：“在我们这里，心肺按压、除颤等惊心动魄的抢救
少了，人文照顾和情感抚慰多了。过去想的是怎样把病
治好，延长患者的生命；现在还要思考如何能让患者减
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最后没有痛苦地离去。”

曾有一名重病的老人多次在大医院的普通病房和

ICU 之间徘徊，医生告知家属患者生命垂危后，老人便
被送到“后 ICU”，他的子女只希望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
天里舒适而体面。没想到，在“后 ICU”医护人员的照料
下，老人又多活了四个月，甚至有了清醒时刻，能坐起来
和医院外的亲人视频通话。

专业人士表示， 更注重尊严和感受的安宁疗护照
料，可能回馈给患者的是超出预期的生命长度。

与命运握手言和，加快安宁疗护
发展步伐

西西里·桑德斯曾说过，我们必须关心生命的质量，

一如我们关心生命的长度。安宁疗护的内涵便是生命的
终极安顿，更多关照生命的“质”，使患者安详、满意地走
向人生彼岸。

什么时候应该放弃创伤性抢救？这的确是个交织着
情感、伦理、家庭负担等多重因素的社会问题。国内一项
调查数据显示， 如果家人患上某种无法医治的疾病，超
过六成年轻人选择坚持让家人接受各种各样的试验疗

法，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多位在安宁疗护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表示，许多

家属对死亡认知不足，无法坦然面对死亡，使安宁疗护
理念很难被普遍接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社
会“死亡教育”的缺失。

可喜的是， 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死亡观念正在改变，
毕竟善终的第一要义，应该是身无痛苦。刘宏告诉记者：
“入院前，我们会与家属沟通，签订一个协议，其中有一
个问题是：如果患者临终，是否要做心脏按压、电击除颤
等创伤性抢救，超过半数的家属会选择‘否’。”

“安宁疗护不是等待死亡，而是拥抱生命。不过度治
疗，也不放弃治疗。”青岛妇儿医院海泊路院区院长韩春
山表示，让患者去者善终，让家属留者善别，体现了一所
医院的社会价值。有别于医生主导的治疗模式，安宁疗
护把患者的意见放在第一位。要不要插管、输液，选择什
么样的治疗方案，都要和患者、家属沟通。韩春山说：“我
们采用西医药物对症处理治疗、中药内服、全息治疗、经
络疗法、中医外治法、食疗药膳等特色舒缓治疗方案，让
患者舒适是最终目的。”据了解，青岛妇儿医院海泊路院
区致力于肿瘤中晚期综合治疗二十余年，目前安宁疗护
中心共有 25 张床位，有时还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

目前， 全市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养结合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镇街卫生院）共 35 家、开放床位 392
张，但这些床位还远未满足需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绕不开的“经济账”。由于安宁疗护服务还处于发展阶
段，其收费模式尚未完善。安宁疗护主张舒缓治疗，治疗
费用较少，在床位紧缺的当下，这是很多医院不得不考
虑的现实问题。另外，目前医院收费参照《关于开展公立
医疗机构服务价格项目登记工作的通知》， 该文件中尚
无安宁疗护可自主定价的相关项目。公立医疗机构提供
的安宁疗护服务，属于治疗、护理、检查检验等医疗服务
项目的，可以按既有项目收费，但属于关怀慰藉等非医
疗服务的，至今没有收费标准，但这部分服务却是安宁
疗护服务中的重要内容。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20 年底，上海共有 273 家医疗
机构设置临终关怀科，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开展安
宁疗护服务。不久前，上海卫健委印发《上海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科设置标准》，要求设有
独立安宁疗护病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至少设置病
房、护士站、治疗室、处置室、谈心室（评估室）、家属陪伴
室、关怀室、医务人员办公室、配膳室、沐浴室和日常活
动场所等。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配备适宜的药师、技师、临
床营养师、心理咨询（治疗）师、康复治疗师、医务社会工
作者及志愿者等人员。这对青岛进一步开展安宁疗护服
务具有借鉴意义。

在安宁疗护病房里，频繁地面对死亡，对医护人员
来说也并非易事。此外，民营机构无法配备足够的医护
人员，导致现有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超负荷，这也使得医
护团队流动性变大。安宁疗护是由医生、护士、志愿者、
社工及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对于社会工
作者的需求量较大，但相较于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而
言，青岛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不足、发展空间不够充分。

秋天的枝叶，总有一天会飘零。我们不得不承认，
医学不是万能的，应该学会与命运握手言和，给安宁疗
护更多发展空间，因为优逝善终，事关你我，无人可避。

安宁疗护，让生命带着尊严“谢幕”
青岛已有 35家安宁疗护试点基地，温暖陪伴终末期患者最后一程人生路

□青岛日报 ／观海新闻记者 郭菁荔

每天上午，李沧圣德老年护养院社工部主任孙建美都会将电视机搬到住院患
者王准床前，调到军事类节目频道，让王准这个退伍军人“过把瘾”。37 岁的王准
因小脑共济失调，已经逐渐失去语言能力，但是看完电视节目，孙建美还会握着他
的手，陪他说会儿话。一上午的时光，就这样静静流淌，带着暖融融的温度。

王准每天只能以侧卧或趴着的姿态与床为伴，一步步走向生命“倒计时”。在
圣德，像王准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但不论卧床多久，在护理人员的细心照料下，
他们每天都保持整洁，与常人无异。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医学手段已无力回天，是选择插管、上呼吸机竭尽全力
再搏一把，还是尽量避免过多的有创性操作与治疗，体面地与这个世界告别？有些
人选择了后者，而维护他们这份尊严的，就是安宁疗护。2020 年，青岛被确定为
首批山东省安宁疗护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已按照“鼓励参与，多点探索”的原

则，陆续确定了 35 家单位为安宁疗护试点基地。在这里，家属、医生、护
士、护工共同用爱的陪伴，温暖着终末期患者最后一程人生路。

■圣德老年
护养院社工在照
顾患者。

韩 星 摄

■青岛妇儿医院海泊路院区安宁疗护中心的
工作人员帮助患者翻身。 韩 星 摄

■青岛妇儿医院海泊路院区安宁疗护中心的
医生牵住患者的手。 韩 星 摄

今年 60个停车场项目将陆续“上新”

（上接第一版）提升城市品质。地上部分拟作为运动场馆使用，将
弥补周边居民运动休闲场地的“空白”，为该片区引入新业态，吸
引年轻人聚集。

同样位于青岛老城区的龙山人防停车场工程也正在加紧

建设， 目前主要进行洞室支护施工以及立体停车位土石方开
挖施工。 项目利用原龙山商业街人防工程改造建设地下停车
场，建筑面积约 1455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176 个，主要实施局
部扩挖、洞室支护、装饰装修、增设消防系统、更换供电设备 、
增设通风系统等工程；与此同时，对现状停车场进行提升 ，建
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80 个，主要实施装饰装修
等工程。

这只是当下全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目前，今年
全市计划建设的 60 个停车场中， 续建项目正在按计划加快推
进，市南区纺织工人疗养院改造停车场、市北区鞍北片三期停车
场、李沧区国际院士港二期停车场等 5 个续建项目已主体完成，

设置泊位 5200 个。此外，市北区聊城路停车场、崂山区海尔路—
银川路立交停车场、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停车场、城阳区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二期）停车场等 13 个项目按计划开
工，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计划完成 7万个经营性停车泊位联网共享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破解“停车之难”是一项民心工程，更是

一项系统工程。
根据前期摸排显示， 我市停车缺口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和

2010 年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此外，医院、商业区等部分重点区域
停车位也较为紧张。针对停车问题突出的老城区，仅靠新建泊位
并不能拔本塞源，要想彻底填补高峰期大量的停车位缺口，显然
需要多措并举，实现一盘棋和一体化的精细化管理。

“聚焦老城区停车难问题，我们需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
方面要扩大增量， 利用零星边角地块以及地下空间建设公共停
车设施；另一方面还要盘活存量，推动停车资源开放共享。当下，
前者正在火热进行中， 后者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做了尝试并取得
初步成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刘立介绍说。

去年，我市充分运用共享思维解决城市停车难题，全力推进

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设施错时开放共享，盘活既有停车设施资源。
截至去年年底， 全市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已全部实
现开放共享，停车场共有 360 余个、近 2 万个泊位。

智慧化改造，是真正实现共享停车的一个重要前提。对此，
青岛已付诸行动。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完成全市 300 个机关事
业单位共享停车场智慧化改造，实现共享泊位并网运行。在此基
础上，还将完成 200 个商场、酒店、写字楼经营性停车场、7 万个
泊位联网共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青岛还将学习借鉴国内先进
城市经验，结合“智慧物业”，鼓励引导居住小区停车设施错时开
放共享，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上接第一版）
“我们还有一段施工区域旁边是青大附院手术室，上面是我

国的水准原点，你说这怎么办？” 在坑地道式人防工程和隧道工
程领域摸爬滚打了 20 年的陈玉峰急得直挠头，相比其他施工工
段， 禹城路人防停车场平原路通道建设的冲击波和地表抬动控
制仿佛成了项目推进的一把“枷锁”，一度进展缓慢。为了尽快推
进爆破，这段工程最终采取了静力爆破结合水截锯的方式，施工
进度有了较大提升。

“胜利”在即，陈玉峰说自己终于看到了通道贯通的希望，但
提着的心却一刻不敢放下。“地下空间施工不同于地面施工，环
境复杂且不可控因素很多。”陈玉峰说，龙山人防停车场所在区
域地质呈现小结理发育、裂隙水发育，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首先要
保证施工安全，采用打锚杆、喷浆支护、挂网等方式固定岩体，保
证稳定安全的施工环境。

目前，禹城路人防停车场的施工已进入尾声，龙山人防停车
场后续还将进行更新给排水、电气、通风、消防、弱电、除湿等工
作，预计 6 月竣工验收。近期，陈玉峰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中
山商城人防停车场和禹城路连接通道停车场项目的前期规划和

协调工作。“最近主要处理保定路综合管线设计方案的对接工
作。”陈玉峰说，为给施工腾挪空间，保定路地下综合管网需要重
新排布和设计，团队需要与自来水、热力、电力、污水、通信等 7
大管线的相关部门一一对接调整方案。

三个项目的施工完成后， 将为中山路区域新增地下人防车
位近 1000 个。“老城区更新和建设离不开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
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为老城区拓展地下空间。”陈玉峰说，自己
开车到龙山路附近上班也常常遇到停车难问题， 希望这样的窘
境能尽快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