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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月 12日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记者走进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
科，采访一群平凡而又特殊的群体，倾
听她们的故事。

5 月 11 日，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新
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内，46 个提前
来世界报到的宝宝安静地躺在温暖舒
适的保温箱里，他们体重过轻、不会喝
奶、不能自主呼吸，甚至因为病情危重
来不及被母亲看一眼，便被紧急送往这
里。为了守护好这些新生儿，NICU 内
的 38 名护士化身临时妈妈，用爱心和
专业呵护他们成长。

“昨晚情况怎么样？”“2床宝宝的呼
吸机能撤了吗？”“6 床宝宝能全量经口
喂养吗？”……上午 8 时，护士长陈海梅
准时到达病房，向值夜班的护士了解情
况后开始巡视。

宽敞的病房内，连接着各种仪器的
保温箱整齐摆放，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着
心率、呼吸、氧饱和度等数字，床旁还有
呼吸机、微量输液泵等设备。

暖箱内躺着的宝宝，大多是早产
儿、出现黄疸的婴儿、感染各种重疾
的小患者，他们有的上着呼吸机，有
的输着营养液。每经过一个暖箱，陈
海梅都会仔细查看仪器上的数据，耐
心 观 察 宝 宝 的 呼 吸 情 况 、身 体 变 化
等。

“这里的孩子没有家人陪护，也不

会说话，只能通过哭声来表达一切，而
有些病重的宝宝甚至连哭声都没有，
所以医护人员光看监护仪是不够的，
还要认真观察宝宝反应、面色、生命体
征、腹部体征等细微变化。”陈海梅介
绍，科室的临时妈妈大多为 80 后，都有
丰富的经验，通过宝宝细微的表情和
动作，就能判断他们的情况和需求。

给宝宝整理床单、清洁皮肤、称重
等，做完这些，接着进入日间的常规治
疗，静脉采血、喂奶等。记者看到，一名

护士先做了手部消毒，然后拿起刚冲兑
好的奶瓶伸入保温箱，轻轻侧过宝宝的
身体，开始给宝宝喂奶，一边喂一边仔
细观察宝宝的表情变化，时刻防止呛
奶。过了一会儿，宝宝的吸吮速度慢了
下来，护士将奶嘴移开，让他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喂奶。就这样，喂喂停停，持
续了十几分钟。

“通常情况下，每隔两三个小时喂
一次，一天下来得喂 8 次至 12 次，吃得
偏慢的宝宝每次可能需要十几分钟。

对于宝宝来说，吃奶是一件力气活，特
别是从鼻饲过渡到经口喂养的宝宝，看
着他们每天喝进的奶量越来越多，我们
还会表扬他们呢。”完成喂奶后，护士再
次进行手消毒，继续下一项护理。

“考虑到早产宝宝抵抗力差，病房
内各项操作严格执行无菌技术规范，
不仅身上要‘全副武装’，每次接触宝
宝，都要做好手部消毒，所以我们一天
下来要洗上百次手。”陈海梅说，对于
早产宝宝的救治，往往是“七分护理，
三分治疗”。

除了爱心和耐心外，精湛的技术必
不可少，尤其是给宝宝扎针输液，难度
系数极高。由于新生儿皮肤嫩、血管细
弱，甚至血管还没有针头粗，经验丰富
的护士往往能一次成功，即便如此，有
时也需要十几分钟时间。

专业的细心照护，让这些早产宝
宝茁壮成长，在跨过“呼吸关”“感染
关”“喂养关”等众多关卡后，宝宝们就
能健康出院，回到妈妈的怀抱。

1985 年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成立
以来，护理团队每年要救治早产儿宝宝
300余名，这些宝宝有些来自本院，也有
从基层医院转院来的。

多年来，陈海梅在病房里见证了许
多生命奇迹。任何一个宝宝健康出院，
都会让临时妈妈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
这是所有临时妈妈的心愿和目标。

新生儿监护室里的临时妈妈
西海全媒体记者 祁晓军 文/图

青海省博物馆馆长王进先曾任青
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馆长，在那里工作
过 7年。他介绍，收集和保护文物遗产
是柳湾彩陶博物馆的首要任务。青海
柳湾彩陶博物馆建馆以来，通过一系
列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揭示藏品的
内涵，并通过各种工作方式和方法促
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的文
化生活。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馆长赵元杰
介绍，柳湾彩陶博物馆不断改善展陈手
段，提高服务质量。柳湾墓地是我国近
年来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是黄河上游

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
处氏族公共墓地。柳湾遗址在国内外
影响很大，先后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专家、学者到柳湾考察研究，柳湾遗址
有“柳湾彩陶可以与埃及的金字塔，我
国万里长城、兵马俑相媲美”“彩陶的王
国”等美誉。

柳湾墓地发掘的墓葬多，出土遗物
丰富，对研究甘青地区各原始文化的内
涵、序列及其相互关系等都有重要的学
术科学价值，同时为研究我国私有制的
产生与阶级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一批
新的较好的实物例证。

呵护。

听专家讲述柳湾遗址背后的故事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小玮

5 月 11 日 19 时 30 分，青海省文物局联合《西海都市报》推出的
“青海文物的前世今生”系列直播第二篇章——古遗址篇，带您走
进柳湾遗址。直播间内，网友和读者积极点赞留言，气氛热烈。此
次直播邀请青海省博物馆馆长王进先、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馆长
赵元杰和青海省博物馆典藏部副主任宋涛做客直播间，听他们讲
述柳湾遗址背后的故事，大力宣传青海文物保护工作，呼吁广大群
众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促进文物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

柳湾遗址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
区高庙镇柳湾村，2006 年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湾遗址有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规模
最大、种类最多，且保存最为完整的原
始社会晚期公共墓地——柳湾古墓群，
有 1730 座 远 古 墓 葬 ，距 今 4600 年 至
3600 年，出土文物 4 万件，其中彩陶占
据一半以上，为国内罕见。

柳湾遗址蕴含了包括马家窑文化
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齐家文化和辛
店文化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由于出土
彩陶文物近 2 万件，其精美的造型、神
奇的纹饰、庞大的规模被誉为“彩陶王

国”，从而揭开了我国黄河上游最大的
一处氏族社会公共墓群的神秘面纱，柳
湾也因其绚烂的彩陶而闻名于世。正
如当年参加过柳湾考古发掘、后来成为
我国著名作家的张承志在其《北方的
河》中所说：真的，在湟水流域，古老的
彩陶流成了河。

“彩陶王国”中，一批精美的彩陶，
如裸体人像彩陶壶（收藏于国家博物
馆、为我国最早的人体浮雕艺术）、人头
像彩陶壶、方形彩陶器、彩陶靴和大量
的蛙纹彩陶罐等折射出古人智慧的光
芒，让今人沉醉在无穷的、梦幻般的奇
思妙想中。

游 客 参 观 文 物 的 目 的 并 不 是
简 单 参 观 或 是 拍 照 打 卡 ，而 在 于
深 入 了 解 这 些 文 物 背 后 的 历 史 故
事和文化内涵。

青 海 省 博 物 馆 典 藏 部 副 主 任
宋 涛 生 动 讲 述 了 柳 湾 彩 陶 的 纹 饰
知 识 。 宋 涛 在 柳 湾 彩 陶 博 物 馆 工
作 了 8 年 ，对 这 些 文 物 如 数 家 珍 。
他 介 绍 ，彩 陶 的 纹 饰 主 要 由 黑 、
红、白三彩组成，不同于现代陶器
的工业涂料，先民的彩陶颜色来自
矿 物 质 颜 料 ，历 经 数 千 年 光 彩 依
旧。彩陶上的纹饰主要有旋涡纹、
锯齿纹、回形纹、蛙纹、圆圈纹、三
角纹、网格纹等，根据器形搭配不
同的纹饰，纹饰古朴大方，构图合
理，繁而不乱，显示出制陶和绘图
工艺的成熟，彩陶也成为史前艺术
的发端。

宝藏文物的故事引来众多网友
收看，大家纷纷留言。网友“幸福一
生”评论：“直播中了解到每一件文
物的考古发掘和所代表
的 文 化 价 值 ，收 获 满
满。”网友“蓝雨”评论：

“ 这 些 精 美 彩 陶 的 背 后

体现出青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再现了青海昔日的灿烂辉煌。”网友

“小猫”说：“观看直播就能了解众多
宝藏文物的前世今生，希望多来几
场这样的直播。”

从 3 位嘉宾的解说中，一件件文
物缓缓地从时间深处走来，直播间
人气高涨，互动频繁，西海都市报全
媒体平台直播观看人数超过 3 万人
次，点赞量超过 20万。

这里的彩陶流成了河

保护文化遗产 讲好柳湾故事

足不出户了解几千年前制陶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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