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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第三医院：从守护生命到心灵护航

150年护理传承发展书写生命华章

2025年，武汉市第

三医院迎来建院150周

年。从 1875 年建院时

坚守病榻的 4 名护士，

发展到如今千人的专

业护理团队，这座百年

老院始终以“生命至

上”为指引，将护理事

业转化成守护生命的

温暖力量。在临床一

线，护士们用敏锐的观

察力捕捉患者被病痛

遮蔽的脆弱，他们既是

护理伤痛、照护患者的

“生命修补师”，更是倾

听患者深夜叹息、抚慰

家属焦虑情绪的“心灵

摆渡人”。

“护理不仅仅是一

门科学，更是关乎心灵

的精细艺术。”武汉市

第三医院护理部主任

罗蔓认为，当护士用心

用情地去关怀每一位

患者，患者会对护士产

生信任依赖，二者便悄

然成为生命共同体。

在这里，技术革新与人

文温度交织，护理不仅

是治疗，更是照亮生命

裂缝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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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土壤养
好了，种子总有一天会
发芽。”4 月 22 日，32 岁
的林红（化名）刚经历
了第 2 次稽留流产，在
武汉市第三医院妇科
的关怀下，她走出焦虑
阴霾，重燃生育信心。

这是妇科护士团
队 探 索 生 殖 力 保 护

“心”模式的生动实践：
即 构 建 身 心 共 治 的

“心”模式，四色管理的
“心”流程，PDCA 循环
的“心”工具贯穿始终，
利用叙事医学、叙事护
理，解决女性的“身、
心、社”需求。

“稽留流产在确诊
早期妊娠的妇女中高
达 15%—20%。”妇科护
士长陈松妍介绍，这种
特殊类型的自然流产
严重危害着育龄期女
性的身心健康，“我们
不仅要修复身体，更要
缝合心理创伤，不能让
女性独自承受痛苦”。

入院时，林红的心理评估分数达
68分，被系统判定为“橙色”等级。陈松
妍介绍，科室通过标准化问卷对患者进
行心理评估，按焦虑程度划分为绿、黄、
橙、红四色。林红因反复流产陷入中重
度焦虑，被纳入橙色管理范畴。

数据支撑的精细化分级管理，让
护理更具针对性：绿色人群实施常规
宣教，黄色启动人文护理小组介入，橙
色联合临床心理门诊，红色转介精神
专科医院。

针对林女士的橙色预警，护理团
队定制了个性化方案：中医火龙罐、杵
针促内膜修复、改善睡眠，叙事护理建
立积极心理预期，独立疗愈室的冥想
则缓解焦虑。

“除了药物，护士的心理关爱，也
是一种治愈。”林红说。对此，陈松妍表
示，生育力保护需要医学技术和人文关
怀的双向奔赴。2 周后的回访问卷显
示，林红的心理评分降至安全阈值。

干预并未止步于出院，该院妇科还
实现了“医院—家庭—社会”三层次服
务体系，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深度。

从去年开始，该院正式启动女性
生殖关爱公益服务项目。妇科护士团
队会提着粉色医疗箱如朋友般登门，
在家免费为流产患者完成电生理理疗
和心理疏导。

“这是我遇到过最温暖的上门服
务。如果没有她们，我可能都不会想
着做术后的护理保养。”家住武汉左岭
的李芳（化名）谈及护士团队的贴心服
务时，话语中充满感激。她说，护士发
现她未吃早餐，甚至捎来温粥并指导
营养调理。

该院妇科团队创新融合中医“心
神合一”理念与现代叙事医学，对育龄
期稽留流产女性及家庭提供全方位生
殖力保护服务，促进了患者身心健康，
更提高了生殖力保护效果和服务品
质。截至目前，妇科助力医院获评PAC
（流产后关爱）优质服务医院，入选湖北
省助孕与优生中西多学科联合诊疗临
床基地协作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并成为
流产后生殖力保护项目合作单位。其
探索的身心共治服务模式已推广至2个
重点病区，计划今年扩展至10个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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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人到千人团队，仁爱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翻开泛黄的院史，充满人文关怀的护理基因
深植医院血脉。1875年，彭勤医士在武昌开办医
局，即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护理员辅助医生参
与救治工作；1919年，医院创办附属护士学校，22
名护生从端便盆、送汤药起步，在动荡年代守护生
命；1950年，医院首任护理部主任杜宝祥推行护理
三级管理，病区设有护士长，下设护士和初级护理
人员，对病员按病情实行三级护理。百年间，武汉
市第三医院护理团队从4人壮大至千人，科室从
单一妇科拓展至70余个专科。

护理团队扩容壮大，护理技术提高优化，医院
的护理理念也在发展革新。1919年至1985年，医
院推行功能性护理，即以疾病为中心的传统护理
模式，护士针对单一护理工作履行职责。1985年，
袁剑云博士将整体护理及护理程序带回国内，武

汉市第三医院积极响应。两年后，医院成为湖北
省首家探索整体护理模式的先锋，从“以疾病为中
心”转向“身心共治”。随着电话的普及，1993年，
何绣文护士长率先开展心理咨询门诊，通过电话
热线形式接诊，服务患者。

如今，医院持续推进人文护理、延续护理，将
技术操作升华为生命关怀。譬如，重症医学科
的护理团队围绕如何解决患者口渴问题，提高
患者舒适度，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采用了 6W2H
的创新口渴管理策略，巧妙地融合了专业技术
及人文关怀理念，从细节入手，从患者的需求出
发，展现了重症医学科的专业与温度。

“我们坚信，唯有将人文精神融入每个医疗细
节，才能真正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跨越，让医
学成为照进生命的一束温暖之光。”罗蔓说道。

叙事护理全院覆盖，感知患者真实所需

做完先天性生殖畸形手术的第三天早上，19
岁的方萍（化名）扶着吊瓶，独自在病房走廊徘
徊。即将下班的雷丹察觉到方萍心事重重，安静
地陪她一起在走廊散步。

“我成绩一直是第二名，这次住院连考试都错
过了……我真的很想拿奖学金。”又走了一圈后，
方萍忍不住开口。聊天中，雷丹得知，女孩家境贫
寒，上大学后，一直想通过努力学习拿到奖学金缓
解父母的经济压力。然而因为疾病治疗，她耽误
了学校课程。

谈及成长榜样时，方萍向雷丹讲述了自己姑
姑的求学经历。据其回忆，姑姑读书时期每天
坚持骑行自行车 10 公里往返学校，雷丹顺势追
问：“你像她吗？”女孩愣住，睁大眼睛看着她，随
即坚定地点头：“我也能坚持！”

第二天，方萍让母亲从学校取回课本，在病床

上温习功课。出院时，她笑着对雷丹挥手：“丹丹
姐，明年我要拿奖学金！”

这样的叙事疗愈已成医院常态。秉持“人文
护理，叙事先行”理念，2021年，武汉市第三医院护
理部率先在全市组建“护理人文小组”，以叙事护
理模式为核心，着力提升护士人文关怀能力，打造
温暖有爱的护理服务，切实增强患者就医获得
感。截至目前已有上万人次护士参加学习打卡。

医院的叙事护理案例库中，通过聆听疾病背后
的故事，护士们帮众多患者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我们谈到心里去，治疗才能生根。”罗蔓表
示，每周的叙事护理分享会上，护士们交流案例、
宣泄情绪，彼此疗愈。正如特鲁多医生所言，“有
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武汉市第三
医院护理团队用真诚的安慰，赋予医学温暖的人
文底色。

全病程护理，陪伴患者从康复到新生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护士们把烧伤患
者称为“烙印天使”。她们深知，烧伤不仅是皮肤
的创伤，更是心灵的灼痛。护理团队以“烙印天使
破茧成蝶”为主题，致力于烧伤患者的全病程管理
和人文关怀，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烧伤患者提
供全方位支持与帮助。

2008年，科室成立国内首个烧伤患者互助组
织“华中烧伤病友会”，为患者搭建互助平台；2013
年，设立“爱心病房”，志愿者化身“安全超人”，用
玩具和童话驱散患儿的恐惧；2022年，引入“小丑
照护”，滑稽表演让病房响起久违的笑声。

“让患者活下去，再活下去”，这是烧伤科的信
念。护士主导的“院前—院中—院后”全病程管理
贯穿始终：院前深入社区普及烧伤急救知识；院中
开设“病房学校”，帮助患儿跟上学业；院后通过夏令
营、康复运动会和云端联谊，助力患者重建自信。

近四年，科室累计服务烧伤患者近5万人次，
荣获湖北省医务社工示范科室、武汉市卫健委十
大党建品牌、武汉市十佳志愿者服务项目、武汉市
最佳志愿者服务项目、武汉市科普教育基地、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全民预防烧烫伤教育工程基地”
等多项荣誉。

从青春期到更年期，全生命周期呵护女性健康

“人在患病时尤为需要感情支持，不能让患者
成为病房里的孤独者。”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
妇科护士长陈松妍坦言照顾家人的经历让她明白，
对于部分患者而言，有些疾病可能无法治愈，但生
活仍要继续，这时关心和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妇科女性特有的疾病问题和心理状态，
陈松妍所带领的护士团队将人文关怀细化为举
措：治疗技术上，推广火龙罐、杵针等中医适宜技
术，缓解术前焦虑；心理疗愈方面，设立独立疗愈
室，举办心理沙龙，倾听患者心里的声音；延续服
务中，通过线上咨询指导术后康复，协同家属共同
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妇科护士团队针对不同年龄
段女性设计特色疏导项目，如青春期私密课堂、女
性生殖关爱公益项目、更年期派对等，通过健康知识
普及与人文关怀活动，为女性提供精准心理支持。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表的
一项大规模研究调查结果显示，40—60岁中国女

性中，有46.3%的人健康报告出现了更年期症状。
“更年期不是病，而是女性生命中的自然生理

阶段。”对此，陈松妍认为，医疗干预不仅要缓解生
理症状，更要缝合心理裂痕，系统干预有助于女性
平稳过渡。

如何让女性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拥抱
新阶段”？今年 4 月，妇科护士团队策划了 3 期
更年期沙龙。15名参与者在4月12日至26日的
每周六下午相聚，通过品茶、观影、音疗、书写疗
愈等环节，重构该年龄段女性对更年期的认
知。“沙龙要创造一个安全场域，让她们发现：你
的感受值得被听见。”陈松妍说。

51岁的清清（化名）正是被这份共鸣感吸引而
来。“别怕老去，你会遇见一群白衣天使，教你把更
年期过成‘更新期’。”在第三期更年期沙龙分享会
上，护士团队邀请参与者写下三封信，分别献给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自己，清清将这句话写进了给未
来自己的信笺，并表示“我好像焕然一新了”。

妇科引进了中医适宜技术。 柯志刚 摄

【护士日记】

倾听，和患者成为
彼此的治愈者

谭娅

更年期沙龙。 柯志刚 摄

“学会倾听后，我感
受到护理的温度。”武汉
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妇
科护士谭娅的日记，记录
着叙事护理带来的转变。

2022年，该院妇科成
立人文护理小组，推行聚
焦 患 者 故 事 的 叙 事 护
理。谭娅作为首批实践
者写道：“曾以为有求必
应就是关怀，现在才明白
患者更需要被听见和看
见的尊严。”

4月9日的晨间查房，
卵巢癌患者周阿姨（化
名）的病房里又传来笑
声。谭娅的疑惑在倾听
中解开：这位操劳半生的
家庭主妇，曾因怕拖累家
人郁郁寡欢，却在丈夫学
会煲汤、子女每日三次电
话关怀中顿悟——被照顾
也是幸福。“活一天就要过
好一天”的生活哲学，被
谭娅郑重记入案例。

叙事护理强调通过
深度倾听，把“疾病”和

“人”分开看待，正如她们
小组培训时反复研讨的
案例：晚期癌症患者的疼
痛需要药物控制，更需要
情感关爱。当谭娅开始
在执行护理操作前询问

“您现在什么感受”，她发
现护理变成了双向治愈：
患者获得专业照护，护士
则汲取生命力量。

护士长陈松妍表示，
当护士用倾听化解患者
内心孤独时，才能真正实
现身心同治。

烧伤科护士制作爱心卡片和患者进行交流。

武汉市第三医院护士代表在第九季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全
国医院擂台赛上荣获佳绩。

武汉市第三医院护士团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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