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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护理服务现状 1

1.1 中医护理服务开展现状

随着人们对于医疗事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目前

中医护理服务广受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但是在临床的实

际应用效果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传

承不断弱化的背景下，现代护理服务也对中医护理起到

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不利于整体中医文化和中医护理服

务的有效推广。同时，由于我国在中医护理方面缺乏创

新的科技研究，也对中医药文化在中医护理中的良好运

用起到了一定的阻碍效果。根据相关研究表明，目前在

病区护理中有大部分病区未开展专业的中医药护理服务，

尤其是在一些综合性医院和西医医疗机构，整体开展中

医护理的比例更低。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进步也对中医

护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中医医院的护理

人员来说，如何有效地发展中医护理服务、将中医药文

化更好地运用与中医护理当中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之

一。大部分患者对于中医护理的认识程度较低，整体的

护理满意度较低，与现代护理学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

1.2 中医护理团队现状

在中医护理服务的开展过程中，需要丰富的经验和

中医文化相支持。目前在一些中医护理服务开展过程中，

护理人员对于中医理论的认识不足，往往只进行单一的

中医理论传输，没有将中医护理与现代医疗实践和医疗

技术相结合，忽略了中医辩证思维的重要性，使得一些

护理服务无法满足患者的护理要求。同时，目前我国的

中医护理人才相对缺乏，尤其是缺乏年轻化的新鲜血液，

一些中医的护理机构护理人员以西医护士为主，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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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丰富的中医护理文化认识不足，不利于中医护理优

势的充分发挥。一些中医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参差不齐，

使得整体中医护理服务开展的规范性不足。中医护理人

员在开展护理工作时，需要将中医文化融入到患者的日

常护理当中，并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制定科学化、个性

化的护理方案，同时对传统的中医护理方法进行创新，

结合现在的高科技技术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护理服务。如

果在护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高学历人才，使得整体人

员发生断层，会使得整体中医护理理论无法得到充分应

用，为后续的中医护理文化发展和临床应用效果产生不

利影响。

2　中医护理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

2.1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护理文化的精神内核

我国的优秀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具有丰富的文

化魅力，中医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中医文化的主要核

心是中医药的价值观和护理治疗的思维方式，在中医药

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其主要特点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作为中医护理的出发点。同时，

在护理过程中融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观

念。中医护理是我国中医学的主要分支，经过多年的临

床实践，目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际操作规

范，经过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目前的中医护理理论融合

了中医整体发展观、中医名家养生理念和中医经典，其

中养生理论被我国多个学科广泛使用，并在中医护理文化

的影响下，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养生方法和养生观念。总的

来说，中医药文化，促进了我国中医护理文化的创新与发

展，中医药文化也是中医护理文化的主要精神内核。

2.2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护理持续发展的动力

未来临床护理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中医护理技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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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广与创新，由于中医药文化具备丰富的内容，包含

的范围和专业较广，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具有独特的

理论体系，因此在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我国

中医护理的不断创新与推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

中医护理服务的开展过程中，需要遵循中医药文化，先

对疾病进行整体认知，然后利用综合观对疾病进行调制，

最后充分关注疾病的预防。在用药过程中结合中医药文

化，偏向于天然化的用药取向，并在护理过程中进行不

断地总结，为中医药护理文化增添新的内容。现代中医

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依赖中医药文化的不断创新，

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并在传承的基础上

进行更多内容的添加，促进我国中医药护理可持续发展。

3　中医药文化在中医护理中的应用

3.1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理念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辩证唯物

主义思想，是一套成熟的古代哲学理论，有着自己的理

论体系和系统，全方位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中，对人体

结构、生理机理等有着独特的认知和解读，并对临床治

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阴阳学说强调人能够保持正常

的生命活动，主要是阴和阳既对立又统一，人是通过体

内的物质运动才保证了系统性的生理功能，物质属阴，

功能属阳，阴阳彼此依存，互消互长，通过阴阳转化，

实现了消长平衡。如阴胜则寒、阳胜则热、阴虚则寒、

阳虚则热、阳损及阴、阴损及阳、阴阳两虚等症状，都

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转化。五行学说是指木、火、土、

金、水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克制规律，是古人解释自然

规则的一种基本理论，中医用来解释身体的一些结构和

机理，当五行无法维持相生相克的平衡状态时，生克关

系发生变化，人体也就发生了关联性病变，相反，调整

好五行关系，就能够促进身体康复。

3.2 以脏腑和经络学说为生理基础

脏腑和经络学说是中医学中的生理学，中医学认

为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就是脏腑和经络。脏腑指五脏和

六腑，五脏即肝、心、脾、肺、肾，六腑即胆、小肠、

胃、大肠、膀胱。五脏贮藏着人体的精气，是主宰生命

的核心，六腑主要是输送营养和排泄的器官，主要作用

是输泻。人体内除了脏腑之外，还存有经络。《灵枢·脉

度》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主要有十二经脉、奇经八脉、

十五别络，以及从十二经脉分出的十二经别，是人体内

各脏腑互相沟通的渠道，正是这些经络把所有人体组织

器官联系在一起，保证了所有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才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3.3 以“望、闻、问、切”为诊疗原则

望诊，一般指观气色、观形态、观五官等；闻诊，

一般指听声息和嗅气味，主要包括病患说话气息的高低

缓急等；问诊，一般指询问症状，发病时间、经过以及

既往病史等；切诊，一般指摸脉象，主要是通过对人体

脉象的体察，来辨别脏腑功能状态，进而分析病理。

3.4 以中药、针灸、正骨、推拿、气功等为治疗手段

中医的治疗手段主要以吃中药调理为主，根据病患

的症状情况，一人一方，一时一方，中药的搭配种类和

剂量适时变化，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针灸、正骨、推拿、

气功等为辅助手段，结合人体结构，有针对性地采取一

些辅助手段，可以更好地达到治疗效果，使人体实现阴

阳平衡。

3.4.1 整体观在临床中的应用

整理护理强调要使患者得到全方位、系统化的护理，

要为患者营造出良好的休息环境，调整患者饮食、加强

患者身体锻炼，从根本上帮助患者康复。众所周知，望、

闻、问、切是中医中最为根本的诊断治疗方法，其以整

体理念为指导，通过综合分析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诊断，

在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对于外

感发热患者，在治疗方法上要采取解表法，要避风保暖，

在患者服药之后要为患者加盖衣被，以取微汗降温。

3.4.2 辩证施护在临床中的应用

中医护理管理者要努力发扬我国传统中医学思想，

突出中医辩证施护观，用辩证观理论来指导护理工作，

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如对于胃痛患者，

在护理方面要根据不同的病因来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

护理由寒邪侵袭所导致的胃痛患者时要采用局部温熨或

是服用生姜红糖水的护理方法；而对于一些由于精神刺

激而发生胃痛的患者，则要对患者多加心理辅导，开导

患者调节好自身情绪。总之，在实施辩证护理过程中护

士要能够针对不同的病症制定不同的护士措施，以体现

出中医护理特色，同时也能够处理好患者潜在的一些健

康问题。

4　提高中医文化在中医护理服务水平中的应用效

果的措施分析

4.1 正本清源式传承

通过古籍整理、事迹搜集、理论研究，理清中医学

术的概念与内涵，联合各大中医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社

会力量，开展专业、专题研究，正本清源，使中医文化

传承有所遵循。鼓励大学生进行中医文化特色项目创新

实践，将传统的中医文化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升

学生们的中医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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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中医在国际上的影响

中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国际社会各方

面的挑战，比如文化、信仰、法律等，参与公共卫生治

理的能力不强。应该积极组织成立相关机构，完善组织

架构和运营模式，大力推动中医国际化，向国际社会阐

明中医的医学伦理和疗效，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让

世界重新认识中医，真正认可中医，让古人的智慧切实

得到传承和发展。

4.3 提高医院中医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提升医院中医的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不仅有利于

医患矛盾的解决，而且对于我国医疗行业的长期发展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医院管理部门要开展对于中医医务

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医疗技术水平培训工作，帮助解

决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面对的问题，降低误诊漏诊等不

良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提高疾病的治愈率和治疗效果。

4.4 整合中医护理信息，促进数据快捷使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被广泛

应用于医院中医护理过程中，帮助医院不断建立一体化

和数字化的中医移动护理平台。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护理

的效率，而且能够增强数据的收集能力和传输能力，为

患者提供便利。在中医一体化数字护理平台过程中，患

者的基本信息、生命体征等数据可以进行实时录入，或

者人员可以根据数据及时分析患者的健康情况。同时，

中医护理信息系统能够与现在常用的大数据管理平台、

HIS 平台等进行连接实现，随时随地的数据共享和传递。

同时，在大数据的帮助下，能够将中医护理信息系统分

散的数据进行重新排列和组合，对信息进行二次统计和

分析，使其变为可利用的动态信息，不断提高数据的价

值。

4.5 基于数据信息，优化中医护理服务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将其与中医护理过程进行结合，

能够明显的推动信息技术在中医护理及临床过程中的应

用，帮助中医护理人员提供科学的护理决策。同时，对

目前医院现在应用的中医护理信息系统进行优化和创新，

降低传统中医护理模式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优化工作流

程，避免产生数据的重复录入问题。在中医护理过程中，

需要充分尊崇优质护理服务理念，利用移动理设备和大

数据技术，实现对整体中医护理工作的闭环管理，提高

护理过程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实现对各个环节的追踪，

降低发生中医护理事故的概率，为患者提供更加科学、

高效、针对化的护理服务，明显提升中医护理效率。

4.6 发挥中医药文化的引导与凝聚作用

中医药文化对于我国的中医护理服务工作开展具有

引导作用，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充分认识中医文化的重要

意义。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医院管理人员可以组织护

理人员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的培训工作，加强护理人员

对于中医药文化的认识，提升护理人员对于中医护理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将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护理

特色进行传播。可以通过宣传海报、宣传视频和宣讲会

的方法，对患者和患者家属积极讲解中医护理的重要意

义，并在医院内部形成浓厚的中医氛围，激发护理人员

的学习和工作热情。同时，我国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文化

也促进了护理人员开展护理工作的有效性，提升护理团

队的凝聚力。

5　结语

针对中医护理的多方面优势，结合我国中医护理的

具体情况，能够在针对老年病以及慢性疾病的治疗过程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结合西医护理方法，实现我

国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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