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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特色护理门诊，总能看到一个穿
着白大褂的身影：她指尖的铜砭刮痧板灵活地游走于患者的经络间；玻璃罐
在酒精灯下折射出温润的光。面对焦虑的患者，她的嘴角始终挂着春风般
的微笑。她是从业二十载的中医护理标兵李晓艳，在传统医学与现代护理
的交融中，书写着中医护理人的拼搏篇章。

作为科里的“技术骨干”，李晓艳对铜砭刮痧、针灸推拿等中医护理技术
有着近乎严苛的追求。为了练出铜砭刮痧和进针无痛感的真功夫，她曾在
自己身上练习数百次，如今已能精准把握人体经络穴位，配合医生完成火
罐、艾灸、刮痧等30余项治疗操作，年均护理患者超2000人次，保持着“零差

错”的纪录。
在李晓艳看来，中医护理不仅是技术活，更是“有温度的艺术”。对中医

的热爱驱使她不断追求更高的专业境界。
2020年，李晓艳迎来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成为河南省首批中医专

科护士培训“优秀学员”。2023年，她再攀高峰，取得中华中医专科护士资
格，并赴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深造，再次以“优秀学员”的身份载誉而归。
近年来，她创新性地将虎符铜砭刮痧技术应用于青少年近视与中老年人老
花眼的调理，疗效显著，让这项技术成为中医特色护理门诊的特色、亮点。

每周日 8时，李晓艳的白大褂口袋里总会装着几片温热的铜砭——那
是她用微波炉提前加热过的，为的是在接触皮肤时让患者感觉不到凉意。

“中医护理讲究‘得气’，温度适宜才能让气血顺畅流动。”她一边解释，一边
为 12岁的近视患儿小宇进行眼部刮痧：铜砭从攒竹穴划至瞳子髎穴，手法
轻而不浮、重而不滞，配合指尖对睛明穴的点按，让小宇紧闭的双眼渐渐放
松。“阿姨的手好像会发热。刮完后，我看黑板都清楚了。”小宇对妈妈说。
小宇妈妈翻开治疗记录册，里面详细记录着孩子每次治疗后的视力变化，以
及居家护眼的穴位按摩图。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李晓艳的白大褂上始终带着艾草的清香。她
常说：“一个铜砭能祛病，一份真心能暖心。”在肛肠科这个充满艾草香的地
方，她让古老的中医护理技术在新时代绽放出温暖而明亮的光芒。她是患
者口中的“燕子天使”，是同事眼中的“拼命三娘”，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医护理
标兵。

她牵头优化特色护理门诊治疗护理流程，提出“治疗前 5分钟预评估-
治疗中10分钟精细化操作-治疗后30分钟追踪随访”模式，使患者平均候诊
时间从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满意度提升至95%。

从初入职场的懵懂新人到如今的中医护理骨干，二十载光阴见证了李
晓艳对中医护理事业的执着。她始终坚信，中医护理的魅力在于传承与创
新的结合——既要深耕经典理论，又要在实践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这份
信念，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与工作中保持热情，不断突破自我。

“我们的体会是，护患之间，既是战友，又是至亲。护士们用专业知识为
患者驱散病痛的阴霾，用温柔关怀抚慰患者焦虑的心灵，患者们则用理解和
信任回应护士们的付出，在彼此守护中，共同书写着医患之间的温情篇章。”
5月 8日上午，在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州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孙莉芳说。

孙莉芳接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后，通过一系列举措，在优化护
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为科室发展注入新动能。

“科室护理工作做得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孙莉芳说，
“大家以专业为舟、以温情作桨，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悄然编织着一个个真
实动人的守护故事。”

周露丝是科室里负责慢性病管理的护士，她的工作就像一座桥梁，连接
着专业医学知识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下简称慢阻肺）患者的日常生活。
每周，她都会精心挑选并在微信群推送与慢阻肺相关的科普视频。为了确
保科普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有效，她常常利用休息时间查阅大量资料，反复
打磨文案。慢阻肺患者买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对自己的病一知半解，
心里总没底。自从加入咱科室的微信群，关注周护士的科普视频号，跟着视
频里的方法做呼吸训练、调整生活方式，病情稳定多了。”

朱元元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里的责任护士。病区里住着许多行
动不便的老年患者。其中，由骨科转入该科的骨盆骨折卧床患者李女士，由
于身体疼痛，不敢随意翻身，有高危压疮风险。朱元元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她每天都会来到李女士的病床边，握着李女士的手，轻声细语地为她解
释翻身的重要性和方法，还示范如何借助辅助工具安全翻身。一开始，李女
士因为害怕疼痛而抗拒翻身。在朱元元的悉心指导和陪伴下，李女士逐渐

克服了恐惧，开始主动配合翻身，最终成功避免发生压疮。李女士感动地
说：“小朱就像我的女儿一样贴心，要不是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们既是患者的守护者，
也是彼此的依靠。一天，护士张爱盈在病房里突然腹痛难忍，脸色苍白。有
人迅速搬来椅子让她坐下，有人倒来热水，有人轻轻安抚她，有人主动承担
起她的工作任务。“你安心休息，这里有我们！”一句简单的话语，让张爱盈强
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在护士王会娟意外受伤时，他们展现出强大的团队凝聚力。氧气筒氧
压表扳手突然坠落，砸中王会娟的右眼。“我没事，你们先忙！”王会娟捂着眼
睛想继续工作，却被同事强行架到椅子上。“吸氧我盯着！”孙莉芳冷静统
筹。在保障科室正常运转的同时，一名护士主动陪王会娟前往检查。得知
她家中两个孩子因流感高热无人照料时，同事又自发行动起来前去照看。
这些自发行为如同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从医患间的彼此信赖到同事间的守望相助，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
理团队用行动诠释着“守护”的多重含义。他们以专业为盾，以温情为剑，在
生命的战场上披荆斩棘。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郑州市中医院治未病科护士长徐鹏敏及其
团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第三届河南省医学科普护理短视频大赛二等
奖。

“我从治未病科创立之初就在这里工作，一转眼已经13年了。治未病科的
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时刻践行‘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
防复’理念。因此，我和我的团队在日常护理和诊疗工作的空隙，担起普及中医
药预防和治疗知识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谈起这次
获奖，徐鹏敏总结为“不是偶然，是长期积累、储备后的输出”。

2024年年初，随着医学类科普短视频的流行，徐鹏敏意识到了科普短视频
对延长治未病服务半径的重要性。于是，她和她的团队利用下班后的零散时
间，构思创意、打磨剧本、自导自演拍摄。“经过多次尝试和调整，我们找到了团
队中擅长短视频拍摄、剪辑的年轻护士，并开始了自主创作中医治未病、中医护
理技术、中医养生保健等相关内容的系列科普短视频。”徐鹏敏介绍道。

他们先是在院内平台推广系列养生视频，获得了同事、患者积极点赞和转
发，积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然后，他们参加省级科普短视频大赛，获得优秀作
品奖。截至目前，他们在省级大赛、国家级大赛上获得多个奖项。徐鹏敏及其
团队在传播医学知识方面，蹚出了一条新路子。“这些荣誉，是团队合作的成果，
也是护理工作的一种价值体现。今后，我们会继续传播大众需要的治未病知
识。”徐鹏敏说。

传播科普知识，必须掌握更多的护理知识。为此，徐鹏敏2024年年底又踏

上了学习之路，并获得了中华护理学会的中医治疗专科护士认证。
“获得这项认证后，我就可以独立开展治未病护理技术，进而开设相应的护

理门诊，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服务。”瞄准专
科技术领域的创新，徐鹏敏开始鼓励科室
护士向专科护士转型，在日常护理工作中
磨炼出一技之长，形成自己独有的治疗特
色和品牌。

根据工作计划，5月12日，徐鹏敏及其
护理团队将在工作岗
位上度过一个忙碌的
周一。那一天，徐鹏敏
计划为护理姐妹们送
上一些手工制作的小
礼物或鲜花，为这个特
别的日子增添一份仪
式感。“帮助更多人不
生病、少生病的每个工
作日，对我们来说，都
是节日。”徐鹏敏开心
地分享道。

她是同事眼中的“技术尖兵”，是患者心中温暖的依靠。她就是巩义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护士牛铭。
在护理专业领域，牛铭被称为“技术尖兵”。她深知，在工作中，不仅要有爱心，更要有过硬的专业技

能。2015年，她来到河南省肿瘤医院静脉导管室进修，系统学习了PICC导管（经外周静脉置入的中心静
脉导管）置管技术。进修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知识，认真观摩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不放过任何
一个学习的机会。

学成归来后，牛铭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储备和技术水平，主动钻研PICC置管技术。她在实践中
不断积累经验，每次操作都全神贯注、稳扎稳打。李先生因肿瘤化疗需要进行PICC置管。因为其高龄及
血管状况不佳，置管难度较大，牛铭一边温柔地安慰紧张的李先生，一边熟练地进行操作。她的动作轻柔
而精准，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经过一番努力，置管顺利完成。在后续的护理工作中，牛铭特别关注李
先生的情况，定期为他检查导管，耐心地指导他及其家属进行导管护理。截至目前，牛铭累计完成超300
例置管操作，连续10年保持置管手术“零感染、零并发症”纪录。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她无数个日夜的努力
和付出。

在接受 PICC置管后，许多患者会因为缺乏对护理知识的了解，感到焦虑。牛铭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她不仅耐心地为患者讲解护理要点，还精心制作了《PICC居家护理指南》手册。为了让患者更容易理
解护理知识，她还和同事一起将PICC功能锻炼操录制成视频。在她的努力下，晦涩难懂的护理知识变得
生动有趣、通俗易懂。

牛铭的专业技术在医院里有口皆碑，是全院PICC置管患者的“守护者”。当其他科室患者遇到疑难
置管问题时，她总是第一时间响应。有一次，一名 ICU（重症监护室）肿瘤患者因血管严重硬化，静脉用药
困难，情况危急。牛铭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休息时间赶到科室。她仔细地评估患者的情况，凭借
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创新采用超声引导结合改良塞丁格穿刺技术，成功置管，让患者转危为安。

晨曦未散，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的手术部已灯火通明。无
影灯下，手术团队接力作战，走廊里转运患者的推车穿梭不停，此起彼伏的
仪器提示音与医护人员的指令声交织成独特的“救治交响曲”。从清晨到深
夜，这里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运转节奏。

如此高强度的运转节奏下，如何保障每一台手术的质量与患者的生命
安全？这背后，既离不开手术医生的高超医术，也离不开手术室巡回护士与
器械护士的默契配合。作为巡回护士团队的一员，刘影用日复一日的坚守
践行专业素养，诠释着这份工作的核心价值。

5月 7日清晨 7时，刘影准时到达手术部。在更衣区换上洁净的工作服
后，她迅速走进手术间：先将室温调节至适宜温度，随后对照手术通知单，有
条不紊地准备手术所需的药品、器械和敷料，并逐一细致地检查手术器械和
设备的功能，确保每一项准备工作都做到万无一失，为即将开始的手术筑牢
安全防线。

忙完这些准备工作，时针指向7时40分，刘影来到患者术前准备间。“您
好，阿姨，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可以吗？您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有没有吃东西或
者喝水？对什么药物或者食物过敏吗？嘴里有假牙或者活动的牙齿吗？您
不用担心，今天的手术由经验丰富的肝胆胰外科赵主任主刀，采用全麻方式，
睡一觉就结束了。您别紧张，我会全程陪着您。”她一边核对患者的姓名、年
龄、性别、病床号、手术名称和部位等关键信息，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抚患者。

当天，刘影负责的手术间共安排了3台手术。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刘
影迅速协助其移动到手术床上，并与外科医生、麻醉医生进行麻醉前的安全
核查。随后，她熟练地协助麻醉医生为患者建立静脉通道、实施麻醉。待患
者麻醉成功后，刘影与手术团队成员默契配合，为患者精准摆放体位，然后
与器械护士有序进行器械的清点和记录。

手术正式开始后，刘影要连接和操作各类仪器设备，与麻醉医生密切配
合，持续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呼吸等生命体征，一旦发现任何异常，会第
一时间向医生报告，并迅速协助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她时刻保持警惕，严
格监督手术团队成员的操作，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无菌原则，一旦发
现违反操作规范的情况，立即予以纠正。若手术中出现大出血等紧急状况，
刘影还需要迅速报告护士长，协调人员，争分夺秒地开展抢救工作。

手术结束，刘影需要与器械护士再次仔细清点器械、敷料、缝针等物品，
确保数量准确无误；协助医生完成包扎，认真做好患者手术区皮肤清洁、衣
物整理；对护理文书进行最后的审核，细致观察并记录患者受压部位的皮肤
状况，并将患者安全转运至病房。在转运的同时，刘影还会通知保洁人员对
手术间进行彻底清洁、终末消毒，为下一台手术做好准备。

“巡回护士一般由年资较高、心理强大、综合素质较强、具备协调管理能
力的人担任。从手术物品的准备到手术结束后的清整，巡回护士在每个环

节都要有慎独精神和严谨的态度。因此，我们被称为手术室的‘大管家’。”
刘影这样阐释自己的工作。

结束3台手术后，刘影到家时已接近晚上7时。“这算是下班时间比较早
的。”她笑着说道。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她已坚持了10余年。这期间，她轮转
心外科组、神经外科组、骨科组、胃肠外科组等多个专科组，今年又来到肝胆胰
外科组。

近年来，外科手术向专科化纵深发展，对手术室护士的专业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刘影深知，唯有与时俱进，才能在守护生命的战场上始终步履坚
定，继续以“隐形守护者”的姿态，为患者点亮希望之光。

“5床，参芪 250毫升，中长链脂肪乳 25毫升；6床，5%葡萄糖 250毫升加
参麦 60毫升……”上午 9时，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一病区（安宁
疗护病区），护士长李亚正在和护士一起核对当天输液患者的药物。

尽管对患者的病情已经十分熟悉，李亚依然会在完成核对后，到每间病
房“串门”。“大爷，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儿吗？”招呼好23床的张先生，李亚来到
24 床旁，“阿姨，今天您的手有点儿肿哦，您要多抬抬，再做做握紧放松训
练。”

一声问好、几句寒暄，滋润着疾病终末期患者的心田，李亚的细心关怀
让他们疲惫的心灵得到安抚。

从事护理工作24年，李亚深知，肿瘤护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马拉松，
既要精准把控化疗、放疗的复杂流程，又要应对突发的病情变化。在安宁疗
护病区，如何让患者在疾病终末期减少痛苦、增加舒适感、更好地生活，是李
亚一直在探索的。

2006年，李亚的婆婆查出乳腺癌并多处转移，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治

疗，这一住就是5年，李亚成了婆婆的管床护士。如何让婆婆在生命最后的
时间里不受癌痛之苦，成了李亚和家人关注的重点。

“那个时候，我既是患者家属，又是护士。带着这两种身份，我逐渐意识
到，如何帮助患者舒适、有尊严地走过人生最后一程，与疾病救治一样重
要。”李亚说，这段经历，也让她在面对肿瘤晚期患者时，对他们的需求和痛
苦更能感同身受。

“我们根据安宁疗护的相关要求和规范制作了评估表，还同步配套了相
关护理措施。通过量表的评估，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患者存在的问题，为调整
护理服务提供支持和方向。”李亚说。

对于肿瘤晚期患者而言，消除心理负担十分重要。李亚带着护理团队，
经常对患者开展健康小课堂知识讲座，对患者家属开展安宁疗护主题讲
座。几场讲座下来，她收获了不少听众的认同。

今年2月，病区住进了一位40多岁的肺癌患者，家属已陪伴她做了20多
次化疗，但仍无法阻挡急速进展的病程。入住安宁疗护病区期间，患者在与
李亚的交谈中表达了想去云南游玩的心愿，还在李亚的鼓励下和家属一起
拍了全家福。由于病程进展过快，患者在完成外出游玩心愿前便离世了。
面对居丧期深陷悲伤情绪的患者丈夫，李亚安慰道：“你带上妻子的贴身物
件，和孩子们一块去云南转转吧。这样也算是一块玩过了。”患者丈夫闻言，
忽然对接下来的假期多了些许期待。

李亚说，每一位临终患者都有与家属、朋友好好道别的需求，安宁疗护
为这些需求创造了条件，让患者不必充满恐惧地走完生命最后一程。安宁
疗护，既让将要离开的人保持从容，也让留下的人好好生活。

本报记者 李伟强

他们是提灯而行的人间天使，以南丁格尔的烛火
点亮病房的晨昏。他们用指尖的温柔感受生命的温
度，以眸中的坚毅驱散病痛的阴霾。那些被汗水浸透

的衣襟、被口罩压痕勾勒出的笑脸、被脚步编织的昼夜，都在无声诉说着
他们对护理事业的信仰与深情。

当5月的风拂过南丁格尔的诞辰，我们以专题为笺，记录“提灯者”们
的初心：看他们如何以专业之手抚平创伤，用共情之心守护希望，在平凡
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人生。

本期，我们聚焦护理工作的变革与荣光，展现护理工作者的时代风
采，更愿借此凝聚社会的目光——让理解与尊重成为他们最温暖的铠
甲，让每一份坚守都被看见，让每一次付出都有回响。

值此节日，让我们向所有用爱编织生命守护网的护理工作者深情道
一句：节日快乐！

编者按

铜砭在手 温情在心

本报记者 张 琦温暖患者生命的最后一程

本报记者 朱晓娟她是银发老人的“守护者”

8年前，段艳云头戴燕尾帽，身着洁白的
护士服，入职三门峡市湖滨区涧河街道第二
社区卫生服务站，自此开始守护一方银发老
人。

“他们都叫我小段，就像喊自己家孩子
那样轻松自然。”段艳云说，她很享受与这些
老年朋友相处的点点滴滴，并在日常相伴中
彼此滋养。上班期间，一支笔、一本记事本、
一叠便利贴以及几颗水果糖，总是揣在段艳

云护士服的口袋里，
成 为 她 的“ 随 身 装
备”。

在社区，每年老
年人的集中体检都像
一场“战争”。82 岁
的陈女士紧紧挽着她
老伴儿的胳膊，正大
声斥责着什么。原
来，心电图室设有男
女通道，而老伴儿听

力不佳又有些迷糊，颤巍巍地非要跟着她进入女宾区。“奶奶，您先去体检。我
来照顾爷爷。”段艳云说。段艳云搀扶着老人，陪着他完成了全部体检项目。

李女士是一位能喊出社区卫生服务站所有医护人员名字的老人。去年，李

女士的爱人因急病去世后，她仿佛失去了主心骨，原本洪亮的嗓门变得细弱。
一天，李女士远远看见段艳云就开始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段艳云搂着她发
抖的肩膀，将她带到办公室坐下，并递上一杯温水。“我整晚睡不着，总觉得他还
在，可打开灯，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也不敢告诉孩子，怕他们担心……”李女士
手捧杯子，眼泪打湿了衣襟。

段艳云想起在心理课上学到的哀伤辅导知识，但此刻却觉得这些知识显得
太空洞。于是，她拿出便利本，根据李女士的情况，为她写下每天的“作业”：做
一道喜欢的菜；傍晚去看广场舞；对着镜子笑3次。

隔天，李女士举着手机让段艳云欣赏自己的“作业”——一盘糖醋排骨。“做
得很好！加油！”听到段艳云的夸赞，李女士开心极了。

更多时候，段艳云的工作是捕捉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王老先生在饮水机
前徘徊，她默默接一杯水递过去；王女士望着血压计不知所措，她赶忙上前提供
测量指导；潘女士做心电图时突然感到心慌、出汗，她立刻递上糖块——老人的
低血糖发作了。

段艳云的记事本上记满了注意事项：每周二给独居老人打电话询问身体状
况；周四马女士的药到货后，提醒她来取；刘女士上周摔倒了，在家卧床养病，入
户时要指导其康复锻炼和翻身方法。

这些记录，对段艳云而言只是工作中的细节，但对于那些老人而言，却是他
们生命中的明灯。

在记事本里，段艳云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城市的孤独是锁在防盗门
后的叹息，是电视机永不停歇的嘈杂。但我知道，当他们把颤抖的手放进我的
掌心，当那些夹杂着家长里短的病情描述终于找到倾听者，当那些欲言又止的
瞬间得到回应……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也会生长出温暖的藤蔓。”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郜 蕾消未起之患 治未病之疾

本报记者 丁 玲 杨 须 通讯员 张艺丹用生命守护生命 用微光汇聚星河

本报记者 常 娟手术室里的“大管家”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徐建军用行动诠释“守护”的含义

段艳云指导高血压患者正确测量血压

刘影在安抚患者

李亚为患者整理衣服

李晓艳为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一起为患者翻身
牛铭带病工作

徐鹏敏为患者拔竹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