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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

5·12国际护士节特刊

我们的天使
为生命护航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简称“厦心”）是国家卫健委、福建省政府共建的国家心血管
病区域医疗中心。该院发挥心血管疾病专科特色，在医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护理学
科的提升，充分展现其专业独立性、自主性，注重护理提供健康医疗服务的一致性及系统性、
全面性和完整性，拓展护理专业广度和深度，延伸护理服务内涵，扩大护理服务供给，创新护
理服务模式，不断提升患者满意度。同时，持续加强和规范护理门诊建设，激发专科护士的职
业价值感，拓宽护士职业发展的路径，让高质量护理惠及千家万户。

厦门市仙岳医院作为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福建省分中心、福建省精神医学中
心、福建省精神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诊疗服务辐射厦门乃至福建省周
边区域。当前，医院围绕五大中心、四大基地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该院以叙事护理为载体，不
断提升护理的人文内涵和专业技能，提倡用心聆听，走进患者内心世界，用“对”的方式陪伴和帮
助，促进精神康复。

团队

做患者心灵的修复师

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
如果自我管理能力、社会适
应能力不足，短期内可能病
情复发，身心再次受创，同时
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为了
帮助患者提高相应能力，减
少复发住院，去年，林世超和
科室护理同仁一道，创新性
成立“休养委员会”，挑选康
复得比较好的患者，担任主
席、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学
习委员、安全委员等。“患者
在执行社会角色功能过程
中，会收获一些成就感，也会
暴露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叙
事护理的方法逐步引导，帮
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角色，提

升参与积极性，培养自我管
理能力，恢复社会功能。”

比如，一位大学生因精神
分裂症入院治疗，平时不修边
幅，整天躺在床上无欲无求。
自从当上“休养委员会”的文
娱委员后，他感受到被需要、
被重视，开始重视自身形象，
积极锻炼和提升各方面能力，
自信心倍增，恢复得很好，如
今已回归校园继续学业。还
有一位患者担任体育委员后，
主动管理各类体育用品，社交
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出院
后，能坚持按时服药，很好地
进行自我管理，目前病情稳
定，没有复发。 ●林美容 市仙岳医院护理部主任

三十余载守护心灵，守护爱！
我愿继续带着尊重、谦卑、好奇，走
进心灵、用心倾听，帮助患者重启生
命的希望与力量。
●陈晓玲 市仙岳医院六区（老年女
病区）主管护师

我愿用专业的护理技术呵护老
年人的健康，用叙事的时光机带他
们回看人生的高光时刻，进而获得
力量。希望在我精心的呵护下，夕
阳之美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 陈乃娜 市仙岳医院八区（女病
区）主管护师

我是一名精神科护士，患者的
心灵需要被抚慰。我想用叙事护理
去陪伴患者，探索他们的生命故事，
纾解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更多的
温暖。

强制医疗病区的患者虽
然治疗后病情相对稳定，但脾
气大都比较“火爆”，容易因为
一点小事而起纠纷。引导病
人在与他人意见不一致时妥
善处理，是摆在护理工作者面
前的一大挑战。

邓玉瓶发现，许多患者不
会夸自己，也不会夸别人，遇
到问题更倾向于相互指责、攻
击，内心蓄积了一些怨恨。她
尝试将叙事护理融入团体治
疗当中，引导患者倾听自己的
内心和他人背后的故事，让他
们逐渐学会彼此体谅、包容。
在此基础上，指导患者观察双
方意见不合时的表现，试着转

换思维和视角，思考怎么做更
恰当，学会情绪管理。

“每个患者内心都藏着
许多故事，正向引导非常重
要。”邓玉瓶曾指导一位患者
正念冥想，想象自己回到了
最舒适放松的地方。患者
说，他想到了冬天在老家门
口晒太阳的情景，心里有温
暖涌动。有的患者主动向医
护人员借英汉词典自学英
语，快出院时已能阅读英文
版的《哈利·波特》。“通过倾
听，了解他们的内心，接纳他
们的情绪，发掘患者的闪光
点，才能更好地进行正向引
导，帮助其精神康复。”

▶市仙岳医
院举办护士
节 表 彰 活
动，白衣天
使宣读南丁
格尔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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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之痛更需要“心药”去慰
藉。叙事护理让我贴近患者，走进患
者内心，倾听生命故事。虽是只言片
语、家长里短，打开的却是患者的一
片天空，种下的是希望的种子。

我愿化作一束阳光，缓缓照亮患者
的内心，驱散心中的阴霾；我愿化
作一缕清风，徐徐吹拂他们的脸
庞，抚平眉间的忧伤。

林世超在病区成立林世超在病区成立““休养委员会休养委员会””，，让患者更好地适应让患者更好地适应
社会角色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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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瓶运用叙事护理帮助患者打开心扉邓玉瓶运用叙事护理帮助患者打开心扉。。

ECMO（体外膜肺氧合）是一项高级生命支
持技术，被誉为重症救治终极武器，可以为呼吸、
循环衰竭的危重症患者提供持续有效的心肺功能
支持，为患者心肺功能的恢复及其原发病的治疗
赢得宝贵时间。

厦心自2016年开展ECMO救治以来，至今
已通过ECMO救治数百位患者。厦心ECMO中
心叶建煦主任表示，ECMO护士是重症护理的

“特种兵”，从接到启动指令预充上机，到上机后患
者生命指标维护、管路管理、并发症观察，每个环

节都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才能在上机或机器报
警时做到胸有成竹、临危不乱。

ECMO涉及多个学科，专科护士时刻守护在
患者身边，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他们不
仅负责院内患者的ECMO，还承担着周边地区的
救治任务。“我们的ECMO小组平均每月2-3次
外出执行任务。不同环境下，对团队应急能力是
极大考验。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赢得兄弟单
位一致好评。”

厦心护理学科形成了瓣膜、胸
痛、房颤、心衰、介入、康复等9个亚专
科学科体系和23个护理专科体系，培
育了一批“专家型”护士。

厦心心外科重症监护室
（ICU）里，患者昏迷不醒，一名
护士手执探头，运用经颅多普
勒超声评估患者脑血流情况。

重症超声被称为ICU的可
视化听诊器，它就像护士的眼
睛，可以更直观地观察病情变
化。厦心ICU护士长郑薇亮介
绍，有了重症超声这一武器，护
士可以通过可视化定性、定量
评估，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护理
策略，为重症患者提供精准护
理。

近年来，厦心 ICU在厦门
心血管领域率先开展重症护理
超声这一新兴项目，并成立
ICU护理超声小组，现有6名核
心成员。他们接受中国重症超
声研究组举办的系列培训，掌
握了重症颅脑超声、重症胃肠
超声及重症肺部超声等技术，
可常规开展超声引导下多种评
估及筛查项目。

厦心还积极举办培训班，
在厦推广重症护理超声的理念
及技术，带动区域重症护理超
声整体水平提升，让更多患者
受益。

这几年，厦心介入手术量持续攀升，高峰期一
天开展100多台介入手术。介入诊疗中心的护士
们与医生一道，长期身处射线环境中，身穿十几斤
重的铅衣，有时接连做十多台手术，忙到下半夜才
结束。

“无论白天黑夜，介入诊疗医护人员24小时
随叫随到。救护车送来急性心梗患者，我们必须
争分夺秒实施介入手术打通堵塞的心血管，患者
才有希望赢得生机。”介入诊疗中心护士长温红梅

说，介入诊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厦心紧跟国际前
沿，率先开展心脏瓣膜病介入手术等多项新技术，
近期更是获得国家首批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认
证。“这对介入护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断
学习新的知识，才能与医生默契配合，保障患者安
全。”

温红梅在省市介入护理专委会担任副主委、
主委，她带领厦心介入护理团队，牵头举办各种学
术活动，推动厦门乃至福建介入护理共同发展。

◀ECMO 护理
小组身经百战，
积累了丰富经
验。

▲▲重症护理超声小组成员熟练掌握重重症护理超声小组成员熟练掌握重
症超声技术症超声技术，，实施精准护理实施精准护理。。

◀介入护理人员
身穿红色铅衣，
在手术台上连续
奋战。

数字

亮点

●厦心是全省首家无陪护医院，患者

满意度连续多年位列全省专科医院
第一名，2021年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第一名。
●厦心注重护理学科发展顶层设计，
为护士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提供良
好职业发展平台。医院连续4年参与
全国护士执业环境测评，得分远超国
家和福建省中位数。
●多项持续改进案例在国内大赛中获
奖，在2020年福建省三级医院评价中
取得“优秀”，是厦门唯一考评为“优
秀”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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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护理小组

身穿十几斤重铅衣 投入连台手术

ECMO护理小组

重症护理的“特种兵”

专科特色 专注于“心”厦门大学附属
心血管病医院

用心聆听 用爱抚慰厦门市
仙岳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