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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如意

请护士上门服务
比去医院还省钱

今年30岁的赵飞是济南某
三甲医院的一名急救人员，他
发现众多老人和患者对护士上
门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2016
年，赵飞在某APP上注册认证
成了济南首位“共享护士”。

该APP将护士上门服务作
为其主打产品，可以提供包括
打针、输液、静脉采血、PICC换
药、灌肠护理、新生儿护理等十
余项服务。“与滴滴打车相似，
患者在APP上下单，附近的护
士接单后上门服务。”赵飞说。

省城85岁的李老先生左腿
截肢，他还患有脑血管病，长期
卧床需留置尿管，但老人有时
不舒服会把尿管拔下来。这时，
家人就会打120，带老人去医院
插上尿管。折腾一趟要花500多
元钱，每月还不止一次。

去年1月份，李大爷的家属
学会通过某APP预约导尿服
务，而当天正休班的赵飞恰好
接单。确保严格消毒后，他不仅
为李大爷导尿成功，还为其进
行了膀胱冲洗。

赵飞说：“一次导尿服务的

价格是130元左右，当时平台还
会给护士和患者补贴奖励，患
者每次只需花80多元钱，还不
用去医院排队。”

实现技能变现
提高了护士收入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
主任林兴凤认为，“共享护士”
对病人、对护士是一种双赢的
模式。“一方面，现在老龄化现

象明显，不仅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需要护士上门服务，住院病
人出院后同样需要延续护理以
及健康指导，‘共享护士’为老
人和患者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对于护士来说，
也能通过“共享护士”服务体现
自身价值。

“现在的护士付出多，收入
却不理想。尤其对于一些50多
岁的护士来说，由于年龄较大
几乎无法上夜班，但他们在康

复指导、术后伤口处理、鼻饲指
导等方面是最有经验的。而移
动护理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了技
能变现的机会，提高了收入。”
林兴凤说。

赵飞介绍，在山东，护士上
门服务还是一个未普及和被接
受的模式，“很多人还不了解这
种模式，我接的单大部分以陪
诊为主，外地或省外的患者来
济求医，不熟悉情况才选择预
约护士陪诊。”

不同于多点执业
目前处于监管盲区

林兴凤认为，护士上门服
务还需进一步确定行业规范以
及风险规避制度，“护士的签约
标准是什么？病人的权益是否
能得到保障？医疗有风险，一旦
发生意外，如何应对医患纠纷？
护士的人身安全如何保证？这
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以“护士上门”为定
位的医疗应用软件有近20个。
某款APP还发布了护士上门服
务的多项标准和操作步骤等。
用户可查看护士的专业技术资
格证和执业证书。

对于护士与网约平台签约
是否合法，相关主管部门接受
采访时表示，签约网约平台和
实体医疗机构的多点执业还不
一样，不过也没有相关政策。

山东省护理学会秘书长郭
明兴认为，通过“共享护士”模
式，患者减少了去医院排队、挂
号、缴费等时间，无需家人陪
护，还能有效减少医疗资源的
占用。他说：“目前，山东省护理
学会正和相关机构合作，计划
共同打造一款移动护理平台，
目前正在测试阶段。”（应受
访者要求，赵飞为化名）

AAPPPP下下单单，，护护士士上上门门打打针针输输液液
“共享护士”在省城悄然兴起

互联网+零售，于是有了快递；互联网+自行车，于是有了共享单车；互联网+美食，于是有了外卖。如今，互联网+医疗，诞生了“共享护士”。通过手机APP
下单，会有专业护士上门打针输液、吸痰导尿等十余项服务。济南某三甲医院的男护士赵飞是某APP上最早注册的“共享护士”，已在业余时间接单百余次，收
入两万多元。

“共享护士”赵飞上门为患者换药。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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