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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助产士”这个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聆听这个职业背后的故事

守护“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的光亮
邵阳日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谢翠玲 刘奕

今年3月，教育部出台文件，将助产专业列入了国控布点专业，这
意味着国家对于助产专业的人才培养有了新的方向。

今年9月，邵阳学院护理学院迎来了第一届助产本科班的36名学
员，这也是邵阳地区首次招录本科助产。那么，什么是助产，助产的工作
职责是什么？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中，助产士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近日，记者走进邵阳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邵阳市产科质量
控制中心——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产科，走近这支连续多年接产量
居全市之首的优秀助产团队，去探寻助产这个职业背后的故事。

温柔的
分娩战场。

忙碌的产房忙碌的产房，，三名三名
产妇同时待产中产妇同时待产中。。

母子平
安，产妇亲
吻婴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珺 通讯员 李泱 佘
翠娥） 9 月 6 日，患者曾女
士 将 一 面 绣 有“医 术 精 湛
热情服务”的锦旗，赠予了为
她悉心治疗的医生肖炼、羊
岚，同时也向市中医医院针
灸康复诊疗中心主任郭艳波
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3月前，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给曾女士的生活带来了
沉重的打击。她的右小腿不
幸遭受重创，腓骨长肌部分断
裂，右腓骨近端骨折。更为严
重的是，曾女士腓深神经也受
到了损伤，导致脚踝和脚趾活
动能力大减，行走时步履蹒
跚，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
这样的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了
她的日常生活质量，更让她陷
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为求进一步康复，曾女士
来到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诊
疗中心治疗。郭艳波组织医

护团队进行细致评估后，肖炼
为其制定了关节松动、肌力训
练、神经肌肉电刺激等康复治
疗方案。粘连的关节很僵硬，
松解时候难免会有疼痛，在
治疗中，肖炼不断鼓励安抚
曾女士，极大地缓解了她的
情绪。羊岚使用中医技术的
针灸，刺激相关穴位疏通经
络，促进损伤的肌肉神经恢
复。针灸一周后，曾女士脚踝
麻木感减轻，能够有感觉了。
经过医患双方努力，曾女士的
脚得到了极大程度康复。

一直以来，市中医医院
针灸康复诊疗中心以病人的
诊疗和康复为中心，坚持“以
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坚
持将传统中医技术与现代康
复治疗相结合，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素养、竭诚为患者
提供专业、合理和有效的精
准治疗，为全市人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

妙手仁心 锦旗传情

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
生命的“头号杀手”，起病急，
病情凶，一旦发作，抢救刻不
容缓。心内科医生，担负着
打通“心路”重责，也是距离
心脏最近的人。他们在无数
次惊心动魄、生死时速的抢
救中创造生命奇迹，守护每
一位患者的心脏律动。

9月4日，记者来到了邵
阳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一
区。初次见到副主任陆中
义，是在等候了 2 个小时之
后。那时，他刚刚为患者完
成了一例冠脉介入手术走出
手术室。“手术很顺利，几乎
无出血。”虽然他说话时面带
微笑，但仍然掩盖不了脸上
的疲倦。

大学毕业后，陆中义选
择到邵阳县人民医院工作。

刚到医院时，由于心血管
内科医生紧缺，陆中义就被
分配到了心血管内科。2019
年，陆中义去了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进修。进修期间，
陆中义第一次接触到了心脏
介入这项技术。他了解到，它
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之
一，特别是对急性心梗患者
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时我就在想，要是这
项技术能在我们医院开展，那
该有多好。”这次进修让陆中义
意识到，引进先进心脏介入手
术迫在眉睫，这将会极大地提
高医院心血管疾病方面的整
体诊疗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

结束进修后，陆中义选
择带着这些新知识、新技术
回到邵阳县。

心脏专业风险高、压力
大，这几年，陆中义带领的心
脏介入团队一次次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在全县率先开展心
脏再同步除颤起搏器植入
（CRT-D）术、经房间隔穿刺
行射频消融术、室早射频消融
术、卵圆孔未闭（PFO）介入封

堵手术……一项项新技术填
补了该县心血管介入治疗领
域的一个又一个空白。

多年的积极探索，每一
例手术的总结积累，让陆中
义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
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病情
研判清晰准确，手术完成干
净利落，再加上沉稳不张扬
的个性 ，让他赢得了好口
碑。陆中义现在每年心脏介
入手术近千台次，在全省县
级医院处于前列水平。

作为科室的骨干力量，为
了加强整个团队的专业知识，
陆中义把自己丰富的临床经
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医
生。同时，他还积极选派医生
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先进技
术，拓宽视野，启发思维。

今年63岁的庄先生被反
复的头痛折磨已30余年，曾
辗转就诊多家医院未见好转
后，来到邵阳县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一区。科主任李能
信、副主任陆中义凭借多年
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庄先
生的症状及检查结果，判断
应是卵圆孔未闭所致。

在导管室、超声科等科室
的配合下，陆中义率领团队成
功为患者完成该院卵圆孔未
闭（PFO）介入封堵手术。“我
们看了很多家医院，做了多次
的脑CT、磁共振等，吃了很多
止痛片，但一直不见好转，这
次多亏了你们，没想到居然是
心脏的问题。感谢你们。”出
院时，庄先生感激地说道。

庄先生在陆中义的诊疗
中不是个例。在他看来，每一
位患者的诊断都需要通过不
懈努力和细心思考，为其找到
最佳的治疗方案，提供最有效
的帮助。“要多为患者着想，要
给他们最合理的治疗。”他是
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今年
9月，陆中义被评为“湖南省卫
生健康工作先进个人”。

生死时速中创造生命奇迹
——记“湖南省卫生健康工作先进个人”陆中义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通讯员 郑雯

“摒弃世俗理念，实现职业化”

助产起源是妇幼健康事业的开端

在我国古代，助产先后被称为“稳婆”
“产婆”“接生婆”。人类要生存、繁衍，就需
要有专人参与照顾妇女的生育过程，这就
是早期助产护理的雏形。由于在分娩中常
常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困难，于是就有一些
稍微年长且有过生育经验的妇女来帮忙，
以协助产妇顺利分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分娩经验的累积，这些妇女得到了身边人
的认可，于是，“接生婆”变成了一种职业。

20世纪初，西方女医学传教士将先进
的助产理念带入中国，与传统的接生理念
发生重大碰撞，推动了中国近代助产的发
展，也成为了我国近代妇幼事业的开端。

今年76岁的朱爱群，是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退休多年的妇产科护士长，也是
邵阳地区较早接触并从事助产专业的人。
1968年，20岁的朱爱群在邵阳卫校学习完
助产专业后，碰上知青下乡，来到了隆回县
荷香桥（区）医院工作。“当时，医院很小，到
医院来生孩子的人很少。”她回忆，由于当
时农村交通不便、医疗落后、思想保守，村
里的妇女基本上都选择在家生孩子，生产
时，只需准备一把剪刀，一壶热水就可以
了。“除非是遇到引产的，生产困难或产妇
大出血等一些危急情况，实在是自己解决
不了的才会上医院。”朱爱群表示，正是由
于当时落后的生育观念，产妇难产、人口出
生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那个年
代的记忆，并因此产生了“妇女生孩子就像
过鬼门关”的说法。

1977年，朱爱群回到邵阳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妇产科人员设
备均很紧张，仅2张床、2名助产士。科室
开始陆续收到一些因流产大出血，从下级
医院转来的生命垂危的病人，也有一些因

身体特殊原因不能顺利分娩的孕
产妇。1983年，我国开始推行“独
生子女”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此
时，大家的生育观念有所转变，到医院生孩
子的人也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舒适幸福分娩，展现技术性”

助产发展是女性健康多元化的产物

1992年，国际助产士联盟发起倡议，将
每年的5月5日定为国际助产士日，旨在通
过庆祝助产士的节日，突出助产服务在健
康和安全妊娠及分娩中的关键地位，从而
让更多人意识到助产士工作的重要性。也
就是在这一年，助产中专毕业的申星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从1988年到2018年，申星在产房工作
了整整30年，从一名普通助产士成长为产
房质量组长、副主任助产师，再到大家口中
受人尊敬的“申老师”，她真真切切、实实在
在感受到了助产这门学科的发展，以及助
产技术的现代化带给女性健康乃至家庭和
谐的变化。

“从最开始生产不能有陪人，剪伤口不
能打麻药到后来的一对一、二对一助产陪
伴分娩，再到分娩镇痛技术的应用，生孩子
没有了鬼哭狼嚎，更多的是一件快乐而幸
福的事。”申星说，随着大家生育观念的转
变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孕产妇对于
健康多元化的安全分娩需求日益突出，从
最开始去医院生变成我要去医院好好生，
这对助产从业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
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

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产科助产团队一直
用心探索，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尝试开展笑
气、水针镇痛，到2007年全市首开先河，推
行无痛分娩（连硬外麻下镇痛分娩），再到
近年来推出的音乐导乐陪伴分娩、自由体
位分娩、温柔分娩等，让分娩成为一种幸福
体验的理念真正照进现实。

龙凤胎宝妈张女士仅靠
一条墨西哥围巾自由体位顺
利平产。二孩生育高峰期，陈
女士躺在丈夫的怀里温柔分
娩一个5.1公斤的胖宝宝。37
岁的二胎妈妈刘女士曾是一
个痛感极低，连打针都会晕针
的女人，结果，在邵阳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产科轻松实现了
三年抱俩。

经历过生育高峰期，最高
一天接生过 30 多个宝宝，参
与过羊水栓塞孕产妇的大抢
救，也亲手迎接过双胞胎、龙
凤胎、三胞胎乃至多胞胎的平

安诞生。申星说，助产这份工作让她倍感
幸福。

“助产士主导全程，突出专业性”

助产目标是硬核保障母婴安全

“深呼吸，用力！用力！”“宝宝的头发
露出来了！加油！使劲，再来一次！”“呀！
你真棒，孩子马上就出来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分娩的过程神秘
而未知。作为助产士，双手托着母婴两条生
命，同时也托举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在邵阳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这支助产团队的背后，
托起的是每年近5000个家庭的希望。

那么，一名好的助产士到底需要哪些
技能？85后助产士罗姣容告诉记者，一名
专业的助产士不光要技术过硬，还必须做
到临危不乱、决策果断。助产士的工作不
仅靠脑力，靠体力，更靠眼力。听胎心、查
宫口、接生，助产士要了解产妇的基本情
况，密切关注产妇的进程进展，预判产妇可
能会遇到的状况，及时与医生保持沟通。
罗姣容说，作为产房中始终坚守在第一线
的人，助产士不仅需要敏锐地发觉异常，及
时上报，在医生赶到后，她们还要作为医生
的“助手”，严格执行医嘱，帮助产妇转危为
安。同时，她们还要随时为产妇提供情绪
上的鼓舞和心理上的安慰，为她们提供安
全感和信任。

如今，助产士的职责早已不是简单的
护理工作，助产士的工作范围也不仅限于
产房接产，还延伸到了产前及产后的保健
指导，这也是当前国际上倡导的助产士主
导模式。2021年，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就专门开设了助产士门诊，为广大孕妈妈
们提供专业服务，旨在通过有效的干预和
管理来保障母婴安全和健康。

记者手记：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和前提，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的重要支撑。助产技术对降低孕产妇及胎
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
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助产士，一个致力于让新生命降临过
程成为家庭美好回忆的群体，她们在守护新
生、保护女性和家庭健康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或许，她们不是医院里待遇最好
的，也不是医院里地位最高的，但她们一定
是母婴安全健康的把关人，产妇们最信赖最
需要的人，是值
得被看见、被致
敬的一个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