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NICU
最美“临时妈妈”守护新生“小天使”

点火、落罐、定罐……近日，记
者来到晋江市中医院中医特色护理
门诊，只见专科护士吴庆兰操作器
具的动作娴熟，一气呵成。不一会
儿，病人背上已排列了两排火罐。
演示完平衡火罐法，吴庆兰为记者
介绍，这些罐印是身体的“晴雨表”，
可反映人体健康情况，而这项疗法
的应用，对改善人体亚健康有一定
的助益。

一旁，专科护士黄妮妮正用刚
点着的艾条给一位女白领做艾灸疗
法，浓浓的艾草味扑鼻而来。今年
30 岁的陈女士，最近一遇天气变
化，两腿膝盖就隐隐酸痛。经诊断
后发现，原来是早期洗澡时不注意
擦干膝盖上的水分所导致的“湿气
入体”。

“艾灸疗法具有温通经络、行气
止痛、散寒除湿的功效，可以减轻膝
关节怕冷、疼痛等症状。”黄妮妮一

边为陈女士做艾灸，一边为她讲解
中医知识。经过20多分钟的治疗，
陈女士直言膝盖舒服多了。

在面积不大的中医特色护理诊
室内，记者看到护士们各司其职，忙
着为患者拔罐、刮痧、熏蒸……“前
段时间胃口不佳，还失眠，来做了几
次耳穴压豆，这几天情况改善很
多。”“之前痛经严重，用艾灸治疗了
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不痛了。”……
不少前来就诊的群众对中医护理技
术称赞连连。

吴庆兰告诉记者，晋江市中医
院中医特色护理门诊于 2021 年 6
月正式开诊，诊室由高年资中医护
理专家和中医护理骨干组成，针对
体虚、头痛、失眠、胃肠炎、颈椎病、
腰痛、高血压、糖尿病及亚健康等
人群，开展刮痧疗法、耳穴埋豆、艾
灸、拔罐、穴位贴敷治疗、耳穴刮
痧、腕踝针等中医特色适宜技术，

具有良好的疗效，吸引了不少市民
慕名而来。

“现在我们科室每日接诊量都
在五六十人次，有时候都要排队。”
吴庆兰说，为了给予患者全面、周
到的中医护理服务，医院还选派专
人前往福州、广州、深圳等地进
修。得益于此，科室成员不仅习得
了扎实的理论知识，还掌握了许多
中医技能，从以往只会打针、照护
的“小护士”，变身为也能辨证施治
的“大专家”。

“随着中医诊疗的不断完善，中
医特色护理技术也在患者的疾病康
复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晋江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三
分治疗七分护理，中医护理作为治
疗疾病、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目前，医院已熟练
开展的中医护理技术有艾灸、穴位
贴敷、耳穴埋豆、铜砭刮痧、雷火灸、
平衡火罐、火龙罐、督脉等40余种，
年服务20多万人次。今后，晋江市
中医院将继续发挥中医药特色优
势，搭建好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队
伍平台，做大做强做优中医特色专
科，向患者提供具有中医特色的优
质护理服务，努力为患者创造更好
的医疗服务。

晋江市中医院中医特色护理门诊
弘扬中医国粹 从“小护士”变身“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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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是医生最亲密的工作伙伴，也是每一场诊疗中的重要支撑。
相较于普通医院的白衣天使，晋江市中医院的护士们更显特别，除了
为患者提供打针、发药、照护等常规服务之外，她们还掌握了中医的

“独门秘籍”，那就是中医适宜技术。温通刮痧、火龙罐、中药熏洗、耳
穴压豆一样不缺，拔火罐、推拿按摩、芒硝湿敷信手拈来……近日，记
者走进晋江市中医院，为大家揭秘中医护士的“十八般武艺”。

“护”以周全“士”当无畏

健康晋江 有你
本报记者 李玲玲

5月，清风拂面，春意盎然。一年一度的“5·12”护士节如约

而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白衣天使”们道一声祝福，

献上一份崇高的敬意。

护士队伍是卫生健康战线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日常的医疗

护理工作，还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的关键时刻，护士们都

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忠诚地履行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的重要

职责。

来自晋江市卫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晋江市

注册护士为3201人，较2012年增加了1903人，增长了1倍

多。护士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的最美榜样，更是无数白衣天使无私奉献、守护生命的缩

影。

今日，本报推出这份凝聚满满温暖与

感动的护士节特刊，挖掘耕耘在晋江护

理一线的优秀典型，弘扬护理职业精

神，展现护士时代风采，在全社会

营造理解、支持、关心、尊

重护士的浓厚氛围。

5月9日，3个体重分别只有1.3、
1.4、1.5千克的早产儿被送进了 NI⁃
CU，主管护师吴丽霞和她的同事们
成为他们的“临时妈妈”。

吴丽霞告诉记者，重症监护室里
的早产儿胎龄大都在28周到34周之
间，体重1.5公斤以下,有的甚至在1.0
公斤以下。面对只有拳头大小的“迷
你宝宝”，“临时妈妈”丝毫不敢懈怠，
从制定护理方案到核定用药剂量，再
到日常的吃、喝、拉、撒，所有工作都
容不得半点马虎。

首先，护理团队会根据“迷你宝
宝”的胎龄、体重，设置保温箱的温
度和湿度，并在每个保温箱上蒙上
罩布，模拟出昏暗、潮湿的子宫环
境，让宝宝们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
成长。“早产儿大多缺乏安全感，我
们还会将被子叠成鸟巢形状，让他
们 睡 在 里 面 左 蹬 右 踢 都 有 所 依
附。”吴丽霞说，由于早产儿的特殊
性，NICU 里的一切都是精细化护
理。

宝宝们顺利入住后，护理人员
便开启 24小时看护模式——每隔 2
到 3个小时给宝宝提供喂养；时刻关
注宝宝状态，及时为他们更换尿布；

定期给他们做口腔护理；每日用婴
儿油为他们擦澡……

“奶量要精确到毫升,喝多了,容
易腹胀；喝少了,体重长不上去。”吴
丽霞说，除了每天为宝宝称体重，

“临时妈妈”还会根据宝宝的生长情
况，及时调节奶量和注射的液体
量。为了保护早产儿脆弱的皮肤，
在给他们清洗臀部时，“临时妈妈”
会事先将湿纸巾加热，再喷上婴儿
油，然后轻柔地擦拭。待擦拭结束
后，还要涂上护臀霜，以此形成皮肤
保护膜。正是因为各种细致入微的
护理，一个个“迷你宝宝”才能健康
成长。

“一般等到宝宝体重长到 1.8～2
公斤以上，且宝宝可以完全经口喂养
时，父母才可以进入病房。”吴丽霞介
绍，在此之前，父母与宝宝是见不到
面的。为了让宝爸宝妈能够第一时
间了解孩子的情况，今年NICU创新
服务举措，开设了NICU专属微信号，
由专人负责与宝爸宝妈对接沟通，及
时为他们答疑解惑。“每周一、周四，
我们还会拍摄宝宝的最新照片传送
给宝爸宝妈，让他们放心。”吴丽霞
说，此举得到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从宝宝入住NICU到康复出院，
“临时妈妈”的关爱始终伴随宝宝。
“宝宝出院回家后，只要遇到问题，都
可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吴丽
霞说，他们还会贴心传授新手宝爸宝
妈们“袋鼠式护理”、早产儿口腔干预
等技巧，让他们能够更加自如地照护
孩子，帮助宝宝更好地康复成长。

“我们收治过的最小新生儿体
重只有 910g，是个最低孕周 27 周
的‘小早产’，刚出生的时候还不会
自主呼吸，救治的难度可想而知。”
吴丽霞坦言，收治“小早产”对医护
团队的考验是最大的。患儿的病情
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护理人员
就需要时刻绷紧神经，一刻不敢马
虎。然而，每次看着宝宝脱离危险，
再到呼吸好转、体重慢慢增加，他们
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因为宝宝的
每一点进步，都饱含着这个护理团
队的点滴心血。

“都说新生儿护理是一个良心活
儿。用精良的医术和精心的护理，让
这些微弱的宝宝健康地回到妈妈的
怀抱，就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团队最大
的心愿。”儿科护士长叶秀玉表示，作
为晋江市首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NICU 目前共开放新生儿科床位 30
张，医护人员 35名，他们的平均年龄
仅 31岁。正是这支高素质、有活力、
充满爱心的护理队伍，为危重新生儿
脆弱的生命提供了强劲的保障。据
统计，仅2022年，NICU就收治危重新
生儿1102人次。

在医院妇产科有一群特殊的宝宝，他们一出生，就被送进堪称“神秘
病房”的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这里没有爸爸妈妈和亲属的呵护，
但有一群爱意满满的“亲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在这里的每一天，
宝宝们是如何度过的？近日，记者探访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
院）NICU，了解“临时妈妈”的工作日常。

电话不关机、随叫随到、走起路
来风风火火……这是晋江市第二医
院（安海医院）急诊医学部护士长苏
月辉从业27年来养成的习惯。

5月 10日下午，一位 50多岁的
患者因为胸口痛、冒冷汗前来就
诊。苏月辉敏锐察觉到患者可能
是心梗发作，立即引导患者到抢救
室做心电图，确诊是心梗后，对症
采取吸氧、抽血、建立静脉通路、口
服心梗包等措施。

刚刚处理完这位心梗患者的
相关事宜，一位焦急的母亲带着高
烧未退的宝宝来到了急诊抢救
室。向家属了解大概情况后，苏月
辉与同事一起为宝宝测量体温，并
进行抽血、降温等相关护理操作。

病人一个接着一个，日均 300
的接诊量，让苏月辉每天的微信步
数都在万步以上，她总是步伐匆

匆，穿梭在各个病床之间。“病人情
况各不一样，各种紧急的事情需要
处理，我们都是顶着身体和心理上
的巨大压力在一线坚持。”苏月辉
感慨，在急诊科工作就像打仗时冲
锋在一线，一刻也松懈不得。

即便是节假日期间，苏月辉和
她的同事依然坚守在一线。“急诊
人是没有假期这一说的。”苏月辉
表示，从事护士工作二十多年来，
她的手机从不关机，即便在轮休期
间，一通应急电话打来，她就得往
医院赶。

而这样的“条件反射”并不是
苏月辉独有。急诊医学部护士林
凤仪告诉记者，科室里有一条不成
文的规定，同事之间的日常交流可
以通过手机，但只要是从科室座机
打来的电话，必须第一时间接听、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科室电话无

小事。”这已成为急诊医学部护理
人员的共识。

苏月辉介绍，急诊医学部的 34
名护理人员，平均年龄不到 30岁，
大多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
段。而忙碌的工作，时常让他们无
法兼顾家庭。“算了一下，我们一个
月人均要上 12到 14个夜班。比起
其他人，他们能够陪伴自家孩子成
长的时间少了一半。”苏月辉说。

急诊人为什么这么拼呢?在苏
月辉看来，这是一种职责所在。“虽
然急诊工作很累，但既然走上了这
条路，穿上了白大褂，就得对得起
这一身白衣，就要一路走到底。”苏
月辉表示，每当挽回一条生命，每
当收到家属送来锦旗，每当听到一
声声感谢，就会觉得自己付出的再
多苦累都有意义。

苏月辉朴素的言语，是急诊医
学部 34 名护理人员的共同心声。
林凤仪说，从事护士工作7年来，她
最深的体会就是这份工作带来的
成就感和使命感。而面对“什么事
情都可以找护士”的群众期盼，他
们团队也在不断成长，努力成为心
理素质稳定、沟通协调能力强、解
决事情有序的“全能战士”，为更多
百姓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晋江市第二医院（安海医院）急诊医学部
冲在一线的“风火轮”战士

急诊科是一个全年无休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永远
会有让人始料不及的突发状况。作为急诊医学部的医护人员，与死
神抢时间是他们的工作信条，24小时待命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他们
个个步如疾风、语如弹珠、做事严谨，用柔弱的身躯，争分夺秒，为每
一位急诊患者争取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今天，带大家走进晋江市第
二医院（安海医院）急诊医学部，看脚踩“风火轮”的急诊护士如何护
佑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