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一个保护贴
她反复琢磨了几个月

王素琴是宁海县第一医院血液净
化中心的护士长，这个中心每年要承
担1.2万人次的透析量，每天的工作繁
琐而枯燥。王素琴爱观察，爱动脑，除
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经常琢磨着
怎样让透析的过程做得更好。

病人做一次透析需要四五个小
时，操作时需要先将病人的血液引出
体外，在透析器中与透析液进行溶质
交换，达到去除体内代谢废物的目
的。由于使用的透析液大部分都是塑

料桶装，塑料桶桶口直径有3-4厘米，
比血液透析管大很多，这之间的空隙
造成透析液暴露在空气中。

“如果在透析过程中有灰尘或其
他杂质进入桶中，造成透析液污染，不
是加重患者的负担吗？”王素琴开始琢
磨如何消除这隐患。

起初她想着在透析桶盖子上打
孔，把透析管从中间穿过去。但由于
各种透析管规格很难统一，如果把瓶
盖上的孔做得太大，还是不能起到密
封的作用。王素琴尝试了不少方法，
并和厂家反复沟通，最后都被否决了。

王素琴没有气馁，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时间里，她一有空就在琢磨这件

事，晚上睡觉脑子里也反复思考。最
后终于发明一种一次性血液透析管保
护贴，彻底解决了透析桶口的暴露问
题。2014年，这种保护贴取得了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这也是王素琴的
第一本专利。

发明针头保护装置
让护士们不再被戳伤

护士们每天和各种针头打交道，
被戳伤是家常便饭。特别是血透净化
中心的护理人员，长期与血液打交道，
穿刺针头锋利粗大，几乎每个护士都
受伤过。王素琴看在眼里，痛在心
里。于是她决定给针头加一个保护装
置，降低护士们的职业风险。

王素琴自己动手反复试验，还和
同事们探讨，在弹簧折叠伞和弹簧圆
珠笔里寻找启发，在动手拆卸了多把
伞和笔以后，终于有了初步设想。

她白天上班，晚上到宁海的模具
城去找师傅，根据自己的想法制作相
应的模具。就这样不断改造调试，反
复试验整整一年，终于在2015年成功
申请了一项专利——一种设有保护装
置的内瘘针。目前这一新技术，厂家

正在测试当中，如果成功生产，能够大
大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和透析相比，普通输液的量更大，
废弃的针头也更多。护士们在做医疗
垃圾处理的时候也有戳伤的风险，于
是王素琴想到发明一种防戳针头。

王素琴琢磨了几个月，才想到了
妥善的方案。今年2月，她发明的防
戳针头刚刚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此外，她的第四项发明——防
护短裤的专利，也正在等待颁发证书
的过程中。

搞发明不为自己赚钱
只希望为医患们服务

手握三本专利证书，王素琴成了
宁海县第一医院的发明达人。王素琴
说她搞发明，只是为患者和医护人员
减轻痛苦，从没想过给自己带来怎样
的经济回报。王素琴为了让保护贴尽
快应用于临床，主动联系厂家生产，放
弃专利权使用费，只为降低产品成本，
使更多的患者获益。目前这款保护贴
已在宁波地区多家医院推广应用，价
格只要几毛钱一个。

其实，王素琴搞发明，也有过失
败。她发现临床中使用的胃管需要粘
贴鼻子两侧，时常会因松动而影响作
用。她在气囊导尿管中得到灵感，做
了一个固定装置。没想到在申请专利
才得知，这项技术早在2015年就已经
有人申报成功了。

到目前为止，王素琴已经有四五
个发明项目因为种种原因以失败告
终，但她还是充满热情。她觉得只要
有益于医护人员和患者，发明这条路，
她还会继续走下去。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王珍珍 潘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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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医疗界的爱迪生
宁海有位护士长手握3项专利，这些发明都为医患服务

六味地黄丸当黄豆吃
中医师：长期使用一种中成药会导致偏颇

为了养生，44岁的武先生连续两
年大剂量服用六味地黄丸，一家人上
至80岁母亲下至19岁的儿子，也在他
的鼓动下一起服用六味地黄丸。

近日，记者从市区几家大医院相
关门诊了解到，这样做的患者并不罕
见。“把药品当补品，一吃就是好几年，
早晚会出问题的。”宁大医学院附属医
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娄海波表示。

为养生猛吃六味地黄丸

44岁的武先生最近常感到体力不
支，精神萎靡。经检查，他肝功能和肾
功能某几项指标略有偏高，但也算不
上什么毛病。武先生又来到中医科，
请医生给自己开一些调补的中药。临
走，他问医生，这些药和六味地黄丸没

什么冲突吧？
原来，两年前，武先生碰到一位

“高人”。对方说武先生人比较“虚”，
肝功能可能不太好，于是向他“传授”
说，常年服用六味地黄丸，量不妨大一
些。因为，这药是国粹，有病治病，没
病强身，坚持个一年半载，人的精神、
气色就会好转。

武先生将信将疑地买来六味地黄
丸，每天吃两次，每次吃20颗。3个月
后，果然感觉人有劲了，之后他继续服
用，人比较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量还
会再大一些。

在武先生的鼓动下，家里人也开
始服用六味地黄丸，80岁的老母亲吃
它强身，40岁的妻子吃它驻颜，就连
19岁的儿子也吃它治疗青春痘。

在这次就诊前，武先生已经吃了
整整两年多的六味地黄丸了。他告诉
医生，自己本来还打算再加大用量，因
为年纪上去了，还是原来的药量，就达
不到理想的效果了。

将药品当补品吃的人有不少

记者从市区一些医院的相关门诊
了解到，和武先生一样将药品当成补
品来吃的人并不少见。

宁大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
娄海波曾遇到一名男性患者，吃了7
年的小柴胡颗粒，结果伤了肾，出现了
蛋白尿，还有一名女性患者，最近四五
年都把四物汤、益母草当水喝，结果反
而出现一些妇科方面的不适。

市李惠利医院中医科主治中医师
王佳薇则碰到过随身携带杞菊地黄丸
的患者，称自己经常对着电脑，吃这个
对眼睛好。还有连续3 年服用金匮肾
气丸的患者，说与其买世面上一些乱
七八糟的补肾保健品，不如吃老祖宗
留下来的好方好药。

不合理用药会埋下健康隐患

武先生没有出现太大不适，这与六
味地黄丸等中成药相对温和有很大的
关系。但这并不代表，这些药是有病治
病，没病强身，可以随便吃，长期吃。

“中医讲究辩证论治。”娄海波表

示，一些市民不经中医师望闻问切，单
凭道听途说或是药品宣传，就往自己
身上套，是很不合适的。举例来说，肾
虚可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不同的情
况对应不同的用药，大家熟悉的六味
地黄丸是滋阴的，仅针对肾阴虚的情
况，肾阳虚的患者长期服用反而会助
湿生痰，损害身体。

“中医还讲究整体调节。”王佳薇
说，中成药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换言
之，一种药可能只对应一两种症状，但
人体的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长
期使用一种中成药会导致偏颇，不利
于疾病的治疗。而且，中医用药还讲
究因时因地因人，即使同一个人，不同
阶段也会有不同问题，要经常调整药
方，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一种中成药吃
到底。

是药三分毒，许多中药材都有肾
毒性。浙江大学明州医院肾内科主任
医师尤晓青列出了几种常用中药材的
副作用：朱砂，主要成分为硫化汞，过
量可致汞中毒；雄黄，主要成分为硫化
砷，过量可致砷中毒；千里光，含有某
种生物碱，过量对肝肾都有较大损害；
柴胡，主要成分是柴胡皂苷，过量可致
肾上腺肥大；益母草、胖大海，长期服
用也伤肾，不适合有事没事泡茶当水
喝。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庞赟 邬丽娜 姚璐璐

宁海县第一医院有一名护士长，在忙碌工作之余，业余时间很喜欢
“发明”。她潜心研究改进工作中的细节，3年多时间取得了3项国家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如今，这些专利有1项已经投产并在医院使用，而她
的第4项专利也正在申请中。

王素琴在工作中。通讯员供图

王素琴发明的保护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