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护理发展与展望

    



中医护理发展及现状

• 1、中医护理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2、建国以来中医护理的发展

• （1）培养了一支中医护理专业队伍

• 10万余名中医专业技术职称的护理人员

• （2）中医临床护理形成规范

• 1985年    《中医护理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

》

• 20世纪90年代  “中医医院分级管理”



中医护理发展及现状

• （3）中医护理教育事业稳定发展

• 20世纪50年代   中医护士学校

• 20世纪80—90年代    中医护理高等

教育

• 目前     20多所学校    大专教育

•              10多所学校     本科教育



中医护理发展及现状

• （4）中医护理学术研究生机勃勃

• 1984年     中华护理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

委员会

• 1986年    省、市级中医院相继建立护理研究室

• 1989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中标

• 护理科技进步奖      14项

• 中医护理专著 《中医护理学》、中医专科护理等

•                          《中医标准护理计划》

•        《常见病中西医结合健康教育指导》



二、学术特色和优势
• 1、中医护理理论上的优势——动态平衡的整体健康观、
生命观

•  2、中医护理方法上的优势——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
多样的护理方法

•  3、中医护理养生保健上的优势——养护统一、寓护于
养的护理方式

•   4、中医护理操作应用的优势——通俗易懂、简便易行，
易于推广

•
5、中医护理效费比的优势——效益高、成本低

•

•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医疗保健
问题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养生保健的需
求和难以承受的医疗保健费用等问题，
已经成为新世纪医学界面临的焦点和难
点，中医药护理所具有的优势和特色，
蕴涵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潜力，为其
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今天发展传统医学应以“发挥优势、
扬长避短、继承创新、不断适应人
类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目标。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1、中医护理学术发展必须坚持以中医理论
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医护理学科体
系

•     中医护理有着深厚的理论和丰富的护理
手段,应该认真加以继承与发展。 继承不泥
古，发展不离宗。要尊重中医药学自身的规
律，保持中医药的特色，在继承中发展，同
时要积极吸收并融汇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使
中医护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2、优势互补，实现中医护理与西医护理的和
谐发展
       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都有各自的认识方
法和理论体系，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也
都有各自的局限和不足。因此，中医护理和
西医护理之间，不是相互排斥和歧视，不是
相互取代，而是相互学习、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和共同发展。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
天，多学科相互渗透是一个重要趋势，中医
护理必须借鉴有益的东西，激发思维，不断
自我完善。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3、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 

•       仅凭经验进行护理已成为历史。现代

护理实践需要可靠的科研依据。在应用
护理程序（辨证施护）为服务对象提供
最佳护理过程中，应将个人的临床专业
知识与现有的临床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综
合考虑。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4、中医护理纵向实现从基础向专科的发展，
横向实现从医院向社区的发展
      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多脏器的衰竭、
骨伤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脑病、老
年病等等，这些专科的中医护理运用将有
更宽广的实践前景和可发展的空间。
     探讨中医护理在社区服务的功能、职责
与服务模式，使中医护理不再封闭在医院
内，走向人群、社区、帮助不同的人群和
慢性病病人，提高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5、注重教育、培养适应新世纪中医护
理发展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扎实的中医
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开拓创
新精神的高水平的中医护理人才，是
中医护理发展的关键。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目前，中医护理教育事业正在迅速发展，多
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中医护理教育体系
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大学、中专、函
授、短期培训等各类中医护理教育大量涌现，
大大提高了中医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
素质。各级各类中医院都把建立高水平的中
医护理专业队伍，培养中医护理优秀人才，
作为一项十分急迫的战略任务来抓。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6、加强与国际间及地区性的合作与交流，

促进中医护理学术的繁荣发展

           中医护理学的发展，正日益受到国

际护理界的重视，许多国家的护理代表
团先后来参观或考察中医护理工作，不
仅增进了国际学术交流，而且扩大了中
国护理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



中医护理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当然我们也应走出国门，学习他人的经
验，及时掌握信息；同时，向国际护理
界广泛宣传中医护理，让中医护理为世
界人民服务；我们还应加强与港、澳、
台护理界的联系，两岸四地护理同仁共
同努力，促进中医护理学术的繁荣发展。



中医护理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中医护理学

• 定义:

•    中医护理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预防 保健 康
复 医疗活动,对病人及老 弱 幼 残加以照
料,并施以独特的护理技术,以保护人民健
康的一门应用科学.



中医护理学内容

• 基础理论: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                   中药学  方剂学

• 临床护理实践:中医基础护理  针灸与推

拿

• 中医专科护理(内  外  妇  儿 五官  眼)



 第一节  基本特点

• 一  整体护理

• (一)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 在生理情况下,人体是一个表里相联,上
下沟通,密切联系,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
统一整体.



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 在病理情况下,内脏有病,可反映到体
表相应的器官组织,出现色泽 形态 脉
象的变化.



(二)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 1.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影响

• 2.昼夜晨昏对人体的影响



(三)整体护理
特点：

        中医整体护理观,既重视人体内在的生

理病理特点，又重视自然与人体，邪气与
正气的关系；既重视临床病证证候表现中
的辨证施护，又重视针对疾病本身特有病
因病机本质变化的辨证求因施护；既重视
在施护方法上的标本轻重缓急之别，又重
视与治则治法紧密结合的辨证施护特点。



二 辨证施护

• 定义:

•        辨证就是运用中医的理论,对四诊

所收集的有关病史  症状  体征加以分
析 综合 概括   判断,对疾病进行证候定
性.施护就是在辨证的基础上,既从疾病

的证候定性中确立相应的施护原则和
方法,又从辨证所确立的治则治法中制
定相应的施护原则和方法.



施治与施护的关系

• 施治——医生
• 施护——护士
• 在病人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可分割
• 二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辨证与施护的关系

• 辨证-----前提、依据

• 施护-----与施治结合解决病人



辨证的方法：

• 八纲辨证，把错综复杂的临床现象用八纲
加以归纳，来说明病势的深浅（表里），
疾病的属性（寒热），和病邪与人体相互
斗争所引起的反映（虚实），并以阴阳来
总括。

• 脏腑辨证



八纲辨证

• 凡外邪从人体皮毛、肌腠侵袭，病位浅
且病情轻者，属表证；如表现恶寒，发
热，舌苔薄白，脉浮。



八纲辨证

• 病邪深入人体脏腑、气血、骨髓，
病位深且病情较重者，属里证；如
表现恶热，面赤气粗，心烦汗出，
渴喜冷饮，舌苔黄而干燥，脉洪大。



八纲辨证

• 寒证是感受寒邪，或机体阳虚阴盛，
导致机体功能活动衰退所表现的具
有冷、凉特点的证候；如表现恶寒
（或畏寒）喜暖，面色苍白，口淡
不渴，肢冷倦卧，痰、涕清稀，小
便清长，大便稀溏，舌质淡，苔白
润，脉紧或迟等。



八纲辨证

• 热证是感受热邪，或阴虚阳亢，人
体的机能活动亢奋所表现的证候；
如表现发热喜冷，口渴饮冷，面红
目赤，烦躁不宁，痰、涕黄稠，小
便短赤，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脉
数。



八纲辨证

• 实证是指感受外邪，或疾病过程中阴
阳气血失调，体内病理产物蓄积而产
生的各种临床表现；如表现身热面赤，
声高气粗，胸闷烦躁，甚至神昏谵语，
腹胀痛拒按，大便秘结或里急后重，
小便不利，舌苔厚腻，脉实而有力。



八纲辨证

• 虚证是指人体正气虚弱，而邪气不著，机
体抗病能力低下，功能表现不足或衰退，
以不足、松弛、衰退等为特征的一类证侯；
如常见有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咽，两
颧潮红，消瘦，舌红少苔，脉虚细数；或
精神委靡，面色淡白或萎黄，形寒肢冷，
乏力疲惫，自汗，大便滑脱，小便失禁，
舌淡胖嫩，脉虚沉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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