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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習場所 

一、實習單位簡介 

1.病房特性：本病房是心臟內外科病房，共有38床，有35位醫療

相關人員，具主治醫師8位、護理人員13位、病房助理6位以及

行政書記1 位。常見病症以心臟科為主，平均住院天數9天。 

       病患特性：18歲以上之內外科病患 

     護理模式：全責護理及功能性護理綜合型 

2.總床數： 38 床 

3.病房電話：(02)2709-3600轉 3726 

4.病房護理長：何昭雪護理長           分機：3730 

5.單位護理人員總人數： 13人 

上班人數：白班：4人、小夜：2 人、大夜：2人 

6.實習指導教師： 

TEL：（家）                  ；手機   

E-mail： 

二、常見疾病診斷 

縮寫 英文全文 中文 

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急性心肌梗塞 

AC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 

AAA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腹主動脈瘤 

ASD Atrial septal defection  心房中膈缺損 

ASHD Arteri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動脈硬化性心臟病 

AS Aortic stenosis  主動脈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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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rtic dissection 主動脈剝離 

 Angina pectoris 心絞痛 

 Arrhythmia 心律不整 

 Bradycardia 心搏過緩 

   1 A-V block 第一度房室阻斷 

   2 A-V block 第二度房室阻斷 

     Mobitz type I- Wenckebach     

     Mobitz type II  

   3 A-V block (complete degree A-V 

block ) 

第三度房室阻斷 

AF  Atrial flutter  心房撲動 

Af Atrial fibrillation  心房纖維顫動 

RVR Rapid ventricular rate  快速心室反應 

APC Atrial premature contraction  心房早期收縮 

VPC Ventricular premature contraction  心室早期收縮 

BBB Bundle branch block  束枝傳導阻斷 

SSS Sick sinus syndrome  病竇症候群 

VT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心室心搏過速 

PSVT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陣發性心室上心搏過速 

CA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冠狀動脈疾病 

CAB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HD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先天性心臟病 

CH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鬱血性心衰竭 

DCM Dilated cardiomyopathy  擴大性心肌病變 

IHD  Ischemic heart disease 缺血性心臟病 

MS  Mitral stenosis 二尖瓣狹窄 

 Pulmonary edema 肺水腫 

 Pericarditis 心包膜炎 

PAOD Peripheral Artery Occlusion Disease 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RHD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風濕性心臟病 

SBE 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 亞急細菌性心內膜炎 

Syncope  眩暈 

 Unstable angina 不穩定性心絞痛 

 Varicose Vein 靜脈曲張 

VHD  Valvular heart disease 瓣膜性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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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藥物 

1. Accupril 2. Atanaal 3. Bokey  

4. Captopril  5.Concor 6. Cordarone 

7. Cozaar 8. Digoxin 9. Dilatrend 

10.Diltelan 11. Diovan 12. Dobutamine 

13. Doxaben 14. Fluitran 15.Gipamine 

16. Heparin 17. Imdur 18. Inderal 

19. Isoptin 20. Isormol 21. Lasix 

22. Millisrol 23. Nipride 24. Norvasc 

25. Plendil 26. Tenormin 27. Warfarin 

28. Trandate 29. Zanidip 27. Zestril 

四、常見護理技術 

1.靜脈點滴注射 2.靜脈點滴加藥 3.靜脈採血護理技術 

4.肌肉注射 5.胰島素皮下注射 6.抗生素皮膚敏感試驗 

7.輸血護理技術 8.導尿護理技術 9.鼻胃管灌食 

10.氧氣治療護理技術 11.蒸氣吸入護理技術 12.抽痰護理技術 

13.氣切造口護理技術 14.指尖血糖測試護理技術 15.傷口換藥護理技術 

16.心肺復甦術護理技術 17.手動人工甦醒器操作 18.心臟去顫器操作護理技術 

19.胸腔引流護理技術 20.中心靜脈導管護理技術 21.小劑量靜脈注射幫浦 

 

五、常見檢查 

 

縮 寫 英文全文 中文 

 Angiography 血管攝影術 

 Cardiac Catheterization 心導管 

 Holter EKG 24小時心電圖 

 Lung Perfusion Scan 肺臟灌注掃描 

 Myocardial Perfusion Scan 心臟灌注掃描 

 Thallium Scan 鉈 201心肌灌注掃描 

TEE Transesophageal Echo Cardiography 經食道心臟超音波 

 Treamill’s EKG 運動心電圖 

UCG Ultrasound Cardiogram 心臟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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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病房常規 

1.導管護理 

項目 時間 

IV catheter 每天觀察注射部位有無感染現象 

CVP catheter 每天觀察注射部位、若有紅、腫、熱、痛感染現象或臨床懷疑為感染

源時，應立即拔除 

Foley catheter 每天觀察導管是否通暢 

NG care 每天更換貼布 

 

2.導管更換時間: 

項目 時間 

輸血 set 輸完後立即更換，不得超過 24小時 

IV set 三天更換一次 

Lipid set 輸完後立即更換，不得超過 24小時；脂肪類藥物應於 12小時內注射完畢 

TPN set 輸完後立即更換，不得超過 24小時 

IV catheter 每天觀察注射部位有無感染現象(有則立即拔除)，三天更換一次 

CVP catheter 每天觀察注射部位、若有紅、腫、熱、痛感染現象或臨床懷疑為感染源時，

應立即拔除 

Foley catheter 14天更換一次，當臨床懷疑為感染源或導管阻塞、破裂應立即更換或拔除 

NG tube 14天更換一次 

 

七.實習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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