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
路 国庆小儿推拿活动文案共(大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篇一

1、小儿推拿适用对象为9周岁以内的小儿。

2、给小儿推拿时,应选择避风、避强光、噪音小的地方;室内
应保持清静、整洁,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推拿后注意避风,
忌食生冷。

3、推拿时家长要保持双手清洁,摘去戒指、手镯等饰物。指
甲要常修剪,刚剪过的指甲,一定要用指甲锉锉平。冬季推拿
时双手宜暖。

4、小儿过饥或过饱,均不利于按摩疗效的发挥。在小儿哭闹
之时,要先安抚好小儿的情绪,再进行推拿。

5、小儿皮肤娇嫩,按摩时切勿抓破小儿皮肤。家庭推拿一般
可使用按摩油或爽身粉等介质,以防推拿时皮肤破损。

6、小儿推拿手法的操作顺序:一般先头面,次上肢,再胸腹腰
背,最后是下肢;也可先重点,后一般;或先主穴,后配穴。拿、
掐、捏、捣“等强刺激手法,除急救以外,一般放在最后操作,
以免小儿哭闹不安,影响治疗的进行。小儿推拿手法操作时间
的长短,应根据病情、体质而定,因病因人而异。在临床实践
中推法、揉法运用较多,做摩法用的时间较长。运用掐法、按



法时,手法要重、少、快。如果仅按摩一侧手部穴位,可不论
男女,均按摩左手。

7、一般情况下,小儿推拿一次总的时间为10—20分钟。但是
由于病情和小儿年龄的不同,在推拿次数和时间上也有一定的
差别。年龄大、病情重,推拿次数多,时间相对长。反之,次数
少,时间短。一般每日1次,重症每日2次。需长时间治疗的慢
性病7天至10天为1个疗程。1个疗程结束后,可休息数日,然后
进行下一个疗程的治疗。做保健性按摩,针对不同的系统,可
以进行每日1次或隔日1次的规律性按摩。推拿时穴位可以相
对治疗时少取,刺激程度应略低,时间可以保持在15分钟左右。

8、小儿推拿手法的基本要求是:均匀、柔和、轻快、持久。

9、在施行手法时要注意小儿的体位姿势,原则上以使小儿舒
适为宜,并能消除其恐惧感,同时还要便于操作。

10、小儿推拿的禁忌证有:骨折、创伤性出血;皮肤破损、皮
肤溃疡;烧伤、烫伤;急性、烈性传染病;癌症及危重病症等。

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篇二

20xx年x月x日-20xx年x月xx日

(各类活动及奖励主要针对临床医师/技师)

(一)医师记录片

(二)“关爱医师健康”趣味体育活动

(四)优秀科主任评选活动(5名)

(五)优秀团队评选活动(3个优秀团队)



以科室为单位，临床科室根据业务收入增长率(时间段—，剔
除药品收入，占50分)、阳光用药20分、病历质量15分、纠纷
投诉15分)，按分数评选出2个优秀团队，医技科室根据业务
收入增长率(时间段—，占70分)、纠纷投诉30分，按分数评
选出1个优秀团队。

(六)三基知识及心肺复苏技能擂台赛

(七)病历书写比赛

(八)“医人医事”作品征集活动

(九)医师节表彰总结大会

x月xx日下午15:00召开表彰大会，对医师节各项先进进行表
彰奖励。

具体工作要求按需联系各位主任，请各位科主任务必重视本
次活动，落实各项活动人员安排。

对于以上各类奖励评选细则，医务科保留最终解释权。

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篇三

曲肘，横纹尽处，即肱骨外上髁内缘凹陷处为曲池。合谷俗称
“虎口”，在第一掌骨与第二掌骨间凹陷中。曲池与合谷均
属于手阳明大肠经，既能疏风解表，又能清泻阳明。外关在
腕背横纹中点往上取两横指。外关穴是八脉交会穴之一，是
解表退热的要穴。用毫针刺这3个穴，能降体温。也可按摩
这3个穴，同时配合用食、中二指腹自腕横纹向上推向肘部
约300次。

2、大椎穴



大椎在第7颈椎棘突下凹陷处，是督脉与身体十二正经中所有
阳经的交会点，总督一身之阳，是解表退热的常用穴。在大
椎穴，以三棱针点刺放血，加拔火罐效果更好。

也可以做大椎穴按摩，配合推脊柱，即用食、中二指腹或掌
根自上向下由大椎穴直推到尾骨，约推100—300次。

3、十宣穴

即十指尖，共10个。十宣穴急救用途较多，民间广泛应用于
热病、癫痫、小儿惊风等。高热时，用三棱针点刺放血，出
血3—5滴为宜。

刮痧疗法是人们常用的民间疗法之一，对高热也有奇效。可
以选用上述穴位进行刮痧，也可以选背部沿督脉和膀胱经、
腋窝、肘窝较大面积处，自上而下，先轻后重，刮至局部皮
肤出现紫红色痧点即可。

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篇四

尤以出生后最初数月内应以母乳喂养。因母乳最适合婴儿的
营养需要和消化能力。母乳中含有多种小儿所需的多种消化
酶和抗体，各种营养成分都非常适合儿童的消化和吸收，可
中和大肠杆菌肠毒素，有预防感染埃希氏大肠杆菌的作用，
比牛乳及母乳代用品优越得多。除患结核、心肾及其他慢性
疾病外，均应提倡母乳喂养。应注意正确的喂养方法，做到
定时哺乳，避免在夏季及小儿有病时断奶。母乳喂养可预防
小儿腹泻。

2、用碗勺代替奶瓶

奶瓶特别是橡胶奶头容易污染，不易清洗消毒，很容易污染，
导致小儿腹泻。改用碗勺，污染的机会比奶瓶要少。



3、及时补液防脱水

小儿腹泻大多起病很急，频繁腹泻会使体内的水分和营养素
迅速丢失，造成急性脱水。在家中，家长可在500毫升开
水(或米汤)中，加入20克白糖(两平匙)和克食盐(半啤酒瓶
盖)，做成口服补液。由于腹泻的孩子对液体的需求量比平时
增加，所以在一开始时就要鼓励孩子多饮。小于2岁的孩子每
次腹泻后可补充口服液50至100毫升，每天的摄入量不少
于500毫升;大于2岁者，尽量多饮，每天摄入量不少于1000毫
升甚至更多，以预防脱水。若孩子已出现脱水症状，应立即
去医院就诊，在途中应不断补充口服液体。

4、按时添加辅食

小儿生长发育迅速，不论母乳或人工喂养儿均应按时添加辅
食，以满足营养需要。添加辅助食品时，品种不宜过多，变
换不宜过频，要在婴儿逐渐适应新的食品后，才渐次增加其
他食品。具体而言，添加辅食时，要注意婴儿的消化能力，
每次只能增加一种，从少至多，逐渐增加。一般在出生后半
个月开始添加维生素c及d，2至3个月加菜汤、奶糕或米糊，4
至6个月添加蛋黄、肉末及碎菜等。

5、注意饮食质量

母乳不足或缺母乳采取混合喂养及人工喂养时，应注意饮食
调配，不宜过多或过早喂给米糊或粥食等食品，以免发生碳
水化合物消化不良及影响小儿生长发育，初出生至3个月内婴
儿母乳不足，可吃牛奶或豆浆补充，无论用牛乳或代乳品均
需要适当稀释，以利于消化和吸收;食欲不振时，不宜强制进
食。

6、增强体质

平时应加强户外活动，提高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注意小



儿体格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抵抗力，避免感染各种疾
病。

小儿推拿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篇五

负责完成对患者的针灸，推拿，拔罐等各项中医理疗技术操
作工作。 2.对每一位患者进行认真的检诊，仔细填写门诊登
记本和开写处方，确定理疗、治疗种类、剂量、疗程及疗程
结束后做出总结。 3.根据治疗方案合理运用针灸、按摩、拔
罐、艾灸等技术，积极落实诊疗计划，注意观察病情及治疗
反应，如有不良反应及时处理上报，并随时与门诊部负责人
进行沟通。

5.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首问负责制、首接负责制,遵守门诊
部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认真接待每一位就诊患者，
平等待人、认真检查、正确诊断、妥善处理。

8.在接诊过程中，应当注意询问病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职
业史，结合病人的主诉、病史、症状和体征等对来诊的病人
进行传染病的预检。 9.经预检为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
病人的，应当将病人分诊至分诊点就诊，同时对接诊处采取
必要的消毒措施。

做好防病治病、爱国卫生和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