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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射科的医生不同，他们可
以在控制室里通过透明窗操作，而我
们则必须直面辐射。虽然都穿着铅
衣，可医生的小腿、胳膊、手等都在外
面露着。”王连祥指着电脑屏幕说，

“你看医生的手，不时地会被射线照
到。”他介绍说，虽然手术台前有个透
明防护板，但会影响操作，所以医生
很少用。

采访中，有医护人员表示，按
照国家规定，“铅衣人”的防护和福
利政策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有些措
施落实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
还担心辐射对其身体的潜在威胁。

“从事我们这行的，职业病鉴定起
来比较麻烦。”李桂杰介绍说，辐射
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有些是间接的、
潜伏的，认定起来会很困难，“尤其

是退休之后，再得什么病，认定起
来更麻烦。”

“虽然从事这一行对身体有很
大的损伤，但是每当看到病人能少
受创伤，尽快从病床上走下来，我
们心里就会很欣慰。”李桂杰说，

“这种介入技术对心脏、脑等并发
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是很有利的一
种治疗手段。”

穿着十几斤重的铅衣，

手术台前一站数小时，每天

“吃”的射线相当于拍上千

次胸片。除了累得汗流浃

背、腰酸腿疼，还要承受免

疫力下降、癌变几率增大等

伤害。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医

护群体———“铅衣人”。

▲本报记者李钢(左)在医生的帮助下穿铅衣。

▲一场手术下来，医护人员里面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尽管手术室门口有警示语，但为了病人，医护人员往往顾
不上那么多。

2日，穿着铅衣的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医护人员做手术前
的准备工作。

手术台前一站就是数小时，为救病人每天都“吃”射线

“铅衣人”：与辐射相守
文/本报记者 李钢 片/本报记者 王媛

“感冒快一个月了，还没好，抵抗
力 越 来 越 差 了 ，得 去 检 查 下 血
象……”1月 2日，虽然还在假期期
间，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介入诊疗科
主任李桂杰还是赶到了医院。当天下
午，有一台手术要做。

李桂杰还担心科里的同事，“长
期在辐射环境里工作，大家抵抗力都
不高，不能再传染给其他人！”

在前往介入治疗手术室的路上，
李桂杰告诉记者，“通俗地说，介入手
术就是借助X光照射显像，医生可以
看着影像为患者进行精确手术。这种

治疗方式最大的优势是微创，但医生
却要在辐射环境下操作。医护人员为
了自我防护，需要穿上重达十多斤的
铅衣，戴上铅围脖、特制眼罩等。”

在手术室外的更衣室，记者看到
一个特制的衣架，上面挂了许多像无
袖连衣裙的衣服，“这就是铅衣。”李
桂杰介绍说，以前的铅衣重达30斤，
经过不断升级，“减负”成了现在的十
五六斤。

李桂杰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换衣
服，做着术前的准备工作。“介入手术
的患者一般都比较危重，一台手术进

行七八个小时很正常，有时候还要连
做好几台，我们就要一直穿着这个。”

对于身材高大的李桂杰来说或许
还好一点，而身材娇小的护士穿上铅
衣就会很难承受，“我们要穿着这个来
回跑，拿导管、递药物……刚上班的时
候，一天下来一点劲都没有，回家后腿
都抽筋了。”22岁的护士常秋艳说。

除了穿上铅衣，进入手术室的医
护人员还要戴上铅围脖、铅眼罩、口
罩等。在李桂杰的帮助下，记者也被

“全副武装”起来，可仅仅十几分钟后
就有些气喘吁吁了。

>> 十多斤重的铅衣，有时要穿七八小时

2日下午2时15分，李桂杰和主
刀医生刘方铭、两名护士“武装”妥当
后走进了手术室。当天的病人是一名
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为了减轻疼痛，
要做一台针刀手术。

为了免受辐射，李桂杰让记者留
在了介入控制室，“这里的墙、玻璃都是
特制的，含铅，可以防辐射。”控制室里
的老技师王连祥负责操控影像等。

“辐射对身体不好，人人都知
道。”已经从事放射工作29年的王连

祥说，许多同事因此患上了职业病。
“普通人做胸透一年最好不超过 3
次，但我们工作一天就可能相当于拍
了上千次胸片。”

“经常被辐射的部位很容易发生
病变，像皮肤被照射，会增加神经性
皮炎甚至皮肤癌的风险，而最常见的
就是血象异常。”李桂杰介绍说，对于
刚进介入科的年轻人来说，白细胞一
般会异常增多，随即就是下降。

“前段时间，一位同事因白细胞

降低到3000以下，一直上不来，只好
调离了岗位。其实，在这里工作的人，
白细胞大都在4000左右，这是正常
值的下限。”

“白细胞少，人的免疫力就下降，
很容易感冒，而且经常感觉没劲，一
天手术下来，人就跟散了架一样。”感
冒近一月的李桂杰说，“培养一个成
熟的介入科医生需要五六年甚至七
八年的时间，所以进入这里就等于选
择了终身职业，没有轮岗一说。”

>> 工作一天相当于拍上千次胸片

由于当天的手术不需要造影等，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手术。一个小时
后，手术就结束了。走出手术室后，刘
方铭医生脱下了铅衣，里面的手术服
几乎全部湿透。“不管冬天还是夏天，
只要做手术衣服就得湿透，有时候都
能拧出水来。”

由于医院放射科工作比较特
殊，国家规定放射科工作人员享有
补贴、辐射剂量检测、体检、假期等
政策。

“我们每个医生、护士胸口都佩
戴一个蓝色的小牌子，是辐射剂量监
测牌。”王连祥告诉记者，监测牌每个

季度交给职业病防治所测量一次，如
果剂量超标就要强制休息。

“除此之外，国家还规定每年应
该有一个月的特别假期，可我们很少
能休。”李桂杰介绍说，2011年，他们
科共做了400多台次的手术，而他们
仅有11位医护人员。

>> 11名医护人员一年做400多台手术

>> 看到病人少受创伤，心里会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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