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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水平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先进的设备

和技术，更需要高素质的医疗人才。医院人才

培养机制作为医疗系统的核心环节， 不仅能

够推动医务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 还能提高

医院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本文

将介绍医院人才培养机制在提升医疗水平中

的关键作用，并从多个方面进行科普。

一、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性

1、提升专业技能：医院通过系统化的培

训机制， 可以帮助医务人员不断更新和提升

专业技能。这包括定期的继续教育、技能培训

以及临床实践等环节。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

医务人员掌握最新的医疗技术， 还能提升他

们的临床决策能力， 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2、促进团队协作：现代医学强调多学科

合作， 人才培养机制中的团队培训能够有效

增强医务人员之间的协作能力。 通过模拟训

练、联合查房等方式，不同科室的医务人员可

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从而

在实际工作中更加默契，提高医疗效率。

3、培养领导力与管理能力：通过系统的

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培训， 医院可以培养出具

备卓越管理能力的医务人员，从而在医疗资

源配置、患者管理等方面做出更为科学合理

的决策，进一步提升医院的整体运作效率和

医疗水平。

二、人才培养机制的实施方式

1、建立持续教育体系：持续教育体系是

医院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制定系

统的继续教育计划，医院可以确保医务人员

持续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 这些计划

通常包括网络课程、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形

式，为医务人员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满足

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需求。

2、开展临床培训与实践：实践是提高医

务人员技能的重要途径。 医院可以通过设置

临床轮岗、导师带教等方式，让医务人员在实

际操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同时，医院应鼓励

医务人员参加国内外的临床交流和研讨，拓

宽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临床能力。

3、推行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为了确保

人才培养的效果，医院应推行科学的绩效考

核制度。 通过定期考核和反馈，医院可以了

解医务人员的学习进展和能力提升情况，并

根据考核结果提供相应的奖励和激励措施，

如晋升机会、奖金等，从而激励医务人员持续

进步。

三、人才培养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1、个性化培养模式：在当今医疗环境中，

不同医务人员的职业发展需求日益多样化，

因此医院的人才培养机制也需要更加个性

化。 例如，对于刚进入临床工作的年轻医生，

医院可以为其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培训计

划，帮助他们逐步掌握基础诊疗技能。而对于

已经具备一定经验的医务人员， 则可以根据

其专长和职业规划， 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进阶

培训， 如新技术的深度学习和临床科研能力

的培养。这种因人而异的个性化培养模式，能

够最大程度地挖掘每位医务人员的潜力，使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更大的成就， 从而

整体提升医院的医疗水平。

2、引入先进的培训技术：随着科技的进

步，医院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在不断更新。虚拟

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引入，为

医务人员提供了更加真实的培训环境。 通过

这些先进的技术， 医务人员可以在虚拟场景

中模拟处理各种复杂的临床情况， 如急救场

景和高难度手术操作， 从而提高他们在实际

操作中的应对能力。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 医院可以精准跟踪每位医务人员的学习

进度，分析他们的强项和弱项，并为他们量身

定制更加高效的培训方案。 这些技术手段的

应用，不仅提高了培训的效果，也加速了医务

人员的成长进程， 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医

疗行业的快速发展。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医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医院应

积极参与国际医学交流合作， 通过引进国外

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人才培养经验， 提升本院

的培养水平。同时，医院还可以选派优秀医务

人员赴国外进修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

一步推动医疗水平的提升。

总之， 医院的人才培养机制是提升医疗

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

培养机制， 医院不仅能够培养出一批高素质

的医务人员， 还能推动整体医疗服务水平的

提升，最终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在

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医院的人才培养机制将继续创新与完善，为

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产后抑郁的识别与应对策略

□

邱翠萍

产后抑郁是一种常见但常被忽视的心

理健康问题，通常发生在新妈妈分娩后的几

周或几个月内。 许多新妈妈可能感到焦虑、

悲伤、疲惫，甚至对照顾宝宝失去兴趣，这些

都是产后抑郁的表现。 本文将介绍产后抑郁

的识别标准、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帮助

新妈妈更好地调整心态，从而度过这一特殊

时期。

一、产后抑郁的识别标准

1、情绪低落的持续时间：情绪低落的情

绪不仅仅是偶尔的沮丧，而是一种持续存在

的悲伤、空虚感。 新妈妈在日常生活中可能

感到无助或绝望，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应该感

到快乐， 特别是刚迎来新生命的喜悦期，但

她们却难以摆脱这种消极情绪。 这种情绪通

常会持续至少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无法通

过简单的休息、娱乐或社交活动来缓解。 对

于这些新妈妈来说，情绪低落可能会影响到

她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照顾宝宝的能力和与

家人、朋友的互动。

2、失去兴趣或动力：产后抑郁常常表现

为对曾经感兴趣的事情失去动力。 这种症状

在新妈妈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们可能会

突然对原本热衷的活动如阅读、烹饪、外出

散步等失去兴趣，甚至感到这些活动毫无意

义。 她们可能会感到精力被彻底消耗，做任

何事情都显得困难重重，即便是简单的日常

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 对于她们来说，生活

似乎失去了色彩和方向，导致她们进一步陷

入抑郁的恶性循环。

3、生理症状的表现：这些生理症状包括

但不限于食欲变化， 如食欲不振或暴饮暴

食；睡眠问题，如失眠、早醒或过度嗜睡；以

及持续的身体疲惫感。 新妈妈可能会感到身

体沉重、乏力，甚至觉得自己体力难以支撑

日常活动。 这些生理症状会进一步加剧情绪

上的压力，使新妈妈陷入身心俱疲的状态。

二、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

1、荷尔蒙变化：分娩后，女性体内的荷

尔蒙水平会发生剧烈变化，尤其是雌激素和

黄体酮的急剧下降，这种变化可能导致情绪

波动，增加产后抑郁的风险。

2、社会支持的缺乏：缺乏家庭、朋友或

社区的支持也是导致产后抑郁的重要因素。

新妈妈在产后需要应对大量的新挑战，如果

缺少情感支持和帮助， 容易感到孤立和无

助，从而增加抑郁的风险。

3、个人及家庭压力：经济压力、婚姻问

题或照顾宝宝的压力也可能引发产后抑郁。

这些压力往往叠加在一起，使新妈妈感到不

堪重负，从而引发或加重抑郁情绪。

三、应对产后抑郁的策略

1、寻求专业帮助：产后抑郁是一种可以

通过专业手段治疗的心理健康问题。 新妈妈

一旦发现自己出现了产后抑郁的症状，应该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如咨询心理医生或精神

科医生。 医生可以通过心理评估确定抑郁的

程度， 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方

案。 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

它通过帮助新妈妈认识和改变负面思维模

式，进而改善情绪。 此外，药物治疗也可能在

医生的指导下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2、建立良好的支持网络：家庭成员、朋

友以及其他新妈妈组成的支持团体都可以

为新妈妈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帮助。 定期与

这些支持网络中的成员交流，可以帮助新妈

妈减轻孤独感，增强应对困难的信心。 此外，

参与一些妈妈圈子或育儿互助群体，可以让

新妈妈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有很多人正经

历着类似的挑战，这有助于她们更好地应对

心理压力。

3、自我照顾与放松技巧：新妈妈在照顾

宝宝的同时， 也要学会关注自己的身心健

康。 合理的自我照顾包括定期进行放松活

动，如冥想、深呼吸、散步或轻度运动等，这

些活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提升心情。 同时，保

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确保足够的睡眠，也有

利于情绪的稳定。 通过这些放松技巧，新妈

妈可以更好地管理压力，避免抑郁情绪的进

一步恶化。 此外，学会合理分配时间，避免让

自己过度疲劳，也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要措

施。

总之，产后抑郁是一种常见但不容忽视

的心理健康问题，通过了解产后抑郁的症状

及影响因素，新妈妈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的情绪变化，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如果

您或您身边的亲友正在经历产后抑郁，请记

住，这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困境，及时寻求帮

助和支持，是走出抑郁的重要一步。 通过科

学的干预和自我调整，产后抑郁是完全可以

战胜的，进而迎来更为美好的亲子时光。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护理措施

□

韦春栩

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

常导致患者出现吞咽障碍， 这不仅影响其营

养摄入和生活质量， 还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

等严重并发症。 有效的护理措施对于改善脑

卒中患者的吞咽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

为大家介绍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护理措

施，助力公众科学应对这一并发症。

一、评估与诊断

在制定护理计划之前， 首先需要对患者

的吞咽功能进行全面评估和诊断。

1、吞咽功能评估：通过专业的吞咽功能

评估工具，如洼田饮水试验、食团吞咽试验等

方式，从而了解患者的吞咽能力。评估内容包

括吞咽的速度、效率以及是否存在呛咳、窒息

等风险。

2、影像学检查：利用影像学技术，如视频

透视吞咽检查（VFSS）或纤维内镜吞咽检查

（FEES）， 进一步明确吞咽障碍的部位和程

度，为后续护理提供依据。

二、饮食管理

1、饮食质地调整：根据患者的吞咽能力，

将食物调整为适宜的质地，如泥糊状、半固体

或固体，避免过于干燥、粘稠或易碎的食物，

以减少误咽的风险。

2、进食姿势调整：指导患者采用适当的

进食姿势，如头部前倾、坐姿等，以帮助食物

顺利通过食道，减少误咽和呛咳的发生。

3、进食速度与量控制：建议患者慢慢进

食，少量多餐，每口食物量控制在适中范围，

确保充分咀嚼和吞咽，防止食物堵塞喉咙。

三、康复训练

1、口腔与咽部肌肉训练：康复训练中，口

腔与咽部肌肉的训练是关键环节。 通过特定

的口腔运动和喉部提升训练， 可以增强这些

部位的肌肉力量和协调性。例如，反复进行口

唇闭合、舌头伸缩等动作，能够有效改善口腔

肌肉的控制能力。 而喉部提升训练则有助于

增强吞咽过程中喉部肌肉的力量， 提高吞咽

效率。

2、吞咽技巧训练：针对吞咽障碍，护理人

员会指导患者进行专门的吞咽技巧训练。 这

些技巧包括仰头吞咽、强迫吞咽等，可以帮助

患者掌握更有效的吞咽方法，减少误咽风险。

仰头吞咽有助于让食物更容易滑入食道，而

强迫吞咽则可以增加吞咽的力量和速度。 这

些技巧训练需要反复练习， 以逐步提高患者

的吞咽能力。

3、呼吸协调训练：呼吸与吞咽的协调性

有利于预防吞咽障碍。通过呼吸协调训练，可

以增强患者在吞咽过程中与呼吸之间的配

合。 例如，在吞咽时进行深呼吸，然后屏住呼

吸，直到食物顺利通过喉部。这种训练可以帮

助患者在吞咽过程中避免出现呼吸障碍，提

高整体吞咽安全性。

四、心理支持

心理因素对吞咽障碍的康复有着重要影

响，护理过程中应给予患者必要的心理支持。

1、情绪疏导：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

进行情绪疏导， 减轻其焦虑、 恐惧等负面情

绪，增强康复信心。

2、家属参与：鼓励家属积极参与护理过

程，共同为患者提供支持和鼓励，增强其社会

支持系统。

3、心理干预：对于情绪波动较大的患者，

可适当进行心理干预，比如心理咨询、行为治

疗等方式，帮助其建立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

和护理。

五、并发症预防

吞咽障碍患者容易出现吸入性肺炎等并

发症，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

1、保持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护理，保

持口腔清洁，减少细菌滋生，预防感染。

2、吸痰与排痰：对于痰液较多的患者，应

及时进行吸痰或引导其自主排痰， 保持呼吸

道通畅。

3、体位调整：定期变换患者体位，防止长

时间卧床引起的肺部感染， 保持良好的通气

与换气。

六、教育与指导

通过健康教育， 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吞

咽障碍护理的认识和参与度。

1、护理知识宣教：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吞

咽障碍的相关知识和护理措施， 提高其对疾

病和护理的认识，增强自主护理能力。

2、饮食安全指导：提供饮食安全指导，教

会家属如何准备和喂食， 避免误咽和窒息的

发生。

3、康复训练指导：指导患者及家属进行

日常康复训练， 确保训练方法正确、 频率适

当，促进吞咽功能的恢复。

总之， 脑卒中患者吞咽障碍的护理是一

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从评估与诊断、饮

食管理、康复训练、心理支持、并发症预防以

及教育与指导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科学、合

理的护理措施，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吞咽功

能，提高其生活质量，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促

进其早日康复。 护理人员应在护理过程中密

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不断调整护理计划，

为患者提供全面、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作者单位：广西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人才培养机制助力医疗水平提升

□ 农燕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