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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我会一直陪着你”
在与陈默交流的字条上，陈会晓

写得最多的话就是：放松，我会一直陪
着你！

3月14日，到了回访的时间。陈会
晓又带着纸和笔来到病房。

病房里，宝宝已经睡了，陈默的丈
夫趴在床边守着妻子。两人之间即使
手语也很少用，大多数情况下，陈默只
需要用一个眼神，或者一次扭头，丈夫
就能知道她的意思。

见有人来，他赶紧站起来身来，用
手语打着招呼。

陈默和丈夫一句句看着护士的
交代。

这时，床边的宝宝哇的一声哭
了，但两人听不到，还在仔细研究着
纸条。

陈会晓戳了戳宝宝爸爸，他赶紧
跑到婴儿床边，用手勾着孩子的小手，
嘴巴一张一合，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哄
孩子。

“你真的很棒，做整个手术过程中，
祝你早日康复”。最后，陈会晓给产妇
写下这样的字条。

陈默用右手比了个“OK”的姿势，
微笑地看着刚出生的女儿。

放松，我会一直陪着你
28岁聋哑妈妈剖宫产，护士全程手写字条为她打气

对于女人来说，生孩子是要闯的一道难关，个中凶险，只有体会过的人才能明白。而相对于普通产妇，还
有一类“特殊”的产妇——聋哑妈妈。她们忍受着十月怀胎的辛苦，分娩时还要承受比普通产妇更大的压
力。无法用喊叫排解的疼痛、病房里忙碌的医生、紧张的家人……都会加重她们的紧张。

3月13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里一位聋哑妈妈顺利产下一个女婴。分娩前后，护士只能用字条和她交
流。几天下来，护士与她写下了十几页的对话。郑报融媒记者 谷长乐 通讯员 卜春梅 文/图

““赵超构新闻奖赵超构新闻奖””好专栏好专栏

产科里来了名聋哑妈妈
今年 28岁的陈默（化名），是一名聋

哑妈妈。3月13日这天上午，是她要做剖
宫产手术的日子。

术前，麻醉科护士陈会晓像往常一样
给她解释麻醉相关问题，以及手术中将会
出现的一系列情况。但讲了半天，发现产
妇无动于衷。

“当时，她没一点反应，我还以为是我
讲得不清楚，就又给她讲了一遍。”陈会晓
说，讲了两遍产妇还是直勾勾地看着她。

这时，陈默用简单的手语告诉医生，
自己是一名聋哑人。

这咋办，麻醉时需要产妇的体位配
合，术中还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情况，但科
室里并没有人会手语。

无奈之下，又去喊手术室外陈默的丈
夫，但护士在走廊里喊了半天也没人应。

正巧，陈默的婆婆外出买东西回来，
告诉护士说，夫妻俩都是聋哑人，但认识
字，可以通过写字交流。

于是，陈会晓赶紧去科室里拿了几
张纸，把手术前需要产妇签字的东西写
了下来。

助产士写字条与产妇沟通
“其实，在家属那边无论是写字还是

讲解，一般都没问题。但她特殊的地方就
在于，在手术中如果出现其他情况，我们
能不能立即观察到。”陈会晓说，正常产妇
在剖宫产时，有不舒服会立刻告诉医生，
但陈默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及时表达出
自己的需求。

在字条上，陈会晓一步步讲解着。
“我会一直陪着你，有什么不舒服

你就拉我的手示意我。麻醉在后背打，
需要你做一个动作，就像弯腰捡东西那
样，头看向自己的肚子，两三分钟就好
了……”

“打完麻醉该怎么配合，打完之后
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哪些是正常情况，
哪些是异常，以及医生下一步要做什么
都得给她讲清楚，不然产妇可能会有过
分恐惧的心理。”陈会晓说，由于科室里
平时手术比较多，基本上到哪一步，产
妇会出现什么反应，医生护士都清楚，
就把这些情况提前写下来，教会她如何
应对。

“我全身酸。”
“你可以侧身躺着。”
“你放松点，我会一直陪着。”
……
在手术前，陈默有一些紧张，不断用

写字跟护士交流。于是，陈会晓和她约定
好如果手术中有不舒服的情况，就用拍床
或者摇头表达。

3月 13日上午 10点多，陈默进入手
术室开始剖宫产。陈会晓也带着纸和笔
在手术台边准备。在手术中，陈会晓把
生产进程一步步向产妇解释。整个过程
中，除了医生之间的交流，手术室里非常
安静。

随着手术结束，一声嘹亮的啼哭终于
将手术室里的寂静打破，陈默产下一个健
康的女婴，重6斤4两，母女平安。

护士用字条与产妇陈默交流

分娩手术顺利进行

与产妇交流的字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