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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的运用与效果
孙 芸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研究内科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的运用与效果。方法：抽取本院 2020年 10月～2021年 11月期间治疗的内

科患者 88例，根据计算机随机分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指导组，对照组内科患者实行常规护理理论干预模式，而指导组患者在

基础护理上实行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并对两组患者实行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的满意度、护理干预后治愈率以及

治愈后复发情况等进行分析对比。结果：经过对比分析，对照组患者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满意度为（47.72%），明显小

于指导组（84.09%）。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治愈率情况（70.45%），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

预后治愈率情况（38.63%）指导组患者临床治愈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复发情况（18.18%），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复发情况

（45.45%）指导组患者临床病症复发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内科

在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的运用效果显著，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护理干预后治愈率以及降低治愈后复发情况，在临床上有良

好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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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heory of treating diseases before onse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 internal medicine. Method: 88 internal medicine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Nov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guidance group based on computer randomizatio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theory intervention, while the guidance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heory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basic nurs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recei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heory intervention was evaluated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ure rate and recurrence rate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Result: Afte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ory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47.72%),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guidance group (84.09%). The cur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guidance group after theoret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was 70.45%, while the cur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oret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was 38.63%. The clinical cur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guida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symptoms in the guida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45.4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heory (18.18%), w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45.4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symptoms in the guidan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treating diseases before

treat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 internal medicin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cure

rate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reduce recurrence after cure. It has good practical valu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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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患者都会选择用中医来治疗，比如糖尿病、高

血压、肾病以及其他的慢性病。所以，在中医中，经常会遇到

一些很难治的慢性疾病，这就导致了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

候，要耗费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效果也更差更慢[1]。在“治

未病”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医师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患者的疾

病，而且可以在疾病出现之前，就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

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2]。另一方面，伴随着人们的健康

意识的增强，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因此，个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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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观念也从过去的传统治疗转向了预防和提高健康水平。

将现代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与以预防为主的医疗理念相结合，

可以将治未病与健康管理相结合，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将来，

这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本次研究主要探讨内科中医护理

中治未病理论的运用与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本院 2020年 10月～2021年 11月期间治疗的内科患

者 88例，根据计算机随机分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指导组。

其中，每组各 44例。对照组男 25例、女 19例、年龄 46岁～

65岁、平均年龄 57.34岁±6.98岁，对照组男 31例、女 13例、

平均年龄 37岁～58岁、平均年龄 45.05岁±12.85岁，在对比

患者患病时间、年龄基本资料后未发现明显差异，因此基本资

料无统计学对比意义（P＞0.05）。

1.2方法

（1）健康护理:增强认识，要求对身体状况进行检测和评

价，以确定当前的健康问题，并确定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针

对患者及患病高危群体，开展健康教育，让有关人士认识疾病

的危害性及严重程度，进而引导他们采取“治未病”的方法，

预防疾病的发生[3]。

（2）饮食调理：在中国的古籍中，有关于药膳的介绍，

而且中医也相信，药膳可以很好地调理患者身体。这是融合了

中国医药和烹饪的精华。"寓医于食"，即把药材当作食物，食

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它不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可以预防疾病，保健强身，延

长寿命[4]。

（3）运动锻炼：在中医学上，保持良好的体质，可以有

效地防治各种疾病。依据患者的体质状况，选择自己可以承受

的锻炼强度，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定的锻炼次数，进行有

目的的锻炼，可以有效地调理患者的精神状态，提高患者的血

液循环，增强他们的体质，提高他们的肾、肺等器官的机能，

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预防疾病的产生。即便是已经有了症状，

也可以延缓症状的出现，避免症状的恶化。

（4）调整情绪：在中国中医看来，精气神对人的身体有

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协调平衡，进而

影响人的健康。因此，在“治未病”的健康管理过程中，必须

把情绪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的心情不佳，你的身体就会受到伤

害。所以，在中医治疗的时候，要与患者多交流，让患者对疾

病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不害怕，不放松，不放弃，总是保持一

种愉快的情绪，以促进人体的生理功能平衡[5]。

（5）中医保健：运用中医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了针灸、

推拿和保健推拿等多种理疗方法，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不但

可以对患者的病症有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对某些突发性疾病。

另外，通过物理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与抵抗力[6]。

（6）后期护理：内科疾病在临床中有很高的复发率，所

以及时的治疗并不等于完全的康复。按照中国的传统，当一个

人病好了之后，他的身体就会进入一种“病态”的状态，而不

会进入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虽然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有

反复的危险。所以，患者在接受了治疗之后，要做好全方位的

健康管理，预防疾病的复发[7]。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实行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的满意度、

护理干预后治愈率以及治愈后复发情况等进行分析对比。①中

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满意度，采用问卷调查电话随访模

式进行，将满意度分为特别满意（90分～100分）、比较满意

（60分～89分）和不太满意（60分以下）三个评分等级。②

统计记录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治愈情况，并对其干

预后治愈情况进行评分（总分：100分）（1）痊愈。患者的治

疗效果分数为到 90～100分。（2）明显好转。患者的治疗效

果分数为 70～90分。（3）一般疗效。患者的治疗效果分数为

60～70分。（4）毫无疗效。患者的治疗效果分数为 60以下。

③记录统计患者治愈后复发情况。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1.0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
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x2检验，P

＜0.05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的满意度对比

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的满意度对比

中发现，对照组患者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满意度为

（47.72%），明显小于指导组（84.09%），且两组基础数据分

析在统计学上有明显差异性，故有对比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

的满意度对比（%）

组别 指导组 对照组 χ2 P

例数 44 44 - -

特别满意 14（31.81%） 8（18.18%） - -

比较满意 23（52.27%） 13（29.54%） - -

不太满意 7（15.90%） 23（52.27%） - -

满意度 37（84.09%） 21（47.72%） 12.947 0.001

2.2两组患者经干预后治愈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的治愈情况对

比中发现，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治愈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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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70.45%），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治

愈率情况（38.63%）指导组患者临床治愈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数据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

治愈情况对比（%）

组别 指导组 对照组 χ2 P

例数 44 44 - -

痊愈 13（29.54%） 7（15.90%） - -

明显好转 18（40.90%） 10（22.72%） - -

一般疗效 5（11.36%） 16（36.36%） - -

毫无疗效 8（18.18%） 11（25.00%） - -

治疗总效率（%） 31（70.45%） 17（38.63%） 8.983 0.001

2.3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经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干预后复发情况对比，

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复发情况

（18.18%），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

复发情况（45.45%）指导组患者临床病症复发情况明显优于对

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3：

表 3 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对比[n,（%)]

组别 指导组 对照组 χ2 P

例数 44 44 - -

治疗后二周 3（681 %） 9（20.45 %） - -

治疗后六周 1（227 %） 6（13.63 %） - -

治疗后十周 4（909 %） 5（11.36 %） - -

总复发率 8（18.18 %） 20（45.45 %） 7.542 0.006

3 讨论

中医治未病理论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将中医治未病理论

的防治思想融入到护理管理中，使护理管理者在进行护理管理

工作时，能够将主动解决存在的问题，做好防患工作来防止隐

患事件的发生结合起来[8]。这就需要护理管理者要深入临床，

了解临床中出现的隐患和心理问题，并且要及时地加以解决，

从而保证护理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由此可见，在护理管理

过程中，预防理念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理念，在护理管理的

范畴内，每一位被照顾者都应该具有“治未病”的理念，这样

才能将潜在的危险和损失降到最低。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实践还

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例如，主要体现在中医饮食调护、中医辨

证施护、中医保健康复、中医养生等系统的护理理念和丰富的

内涵，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和整理。因此，要加大对“治未病”

思想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中医护理学的特点和特点，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多元化的中医护理学研究。

在护理领域中，对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应用投资较少，尤其

是对疾病预防的投资较少，因此要加强对疾病预防的宣传和科

普力度。患者对中医治未病理论的认知程度很低，大部分患者

对中医的健康知识和中医护理服务项目都不太熟悉，这与中医

治未病理论的宣传不够好，以及中医护理服务的项目比较单一

有很大关系。因此，要加大对“治未病”的宣传力度，提高大

众对“治未病”的认识。本次研究探讨了内科中医护理中治未

病理论的运用与效果，经过对比分析，对照组患者的中医护理

中治未病理论干预满意度为（47.72%），明显小于指导组

（84.09%），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治愈率

情况（70.45%），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

治愈率情况（38.63%）指导组患者临床治愈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指导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复发情况

（18.18%），而对照组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护理干预后病症

复发情况（45.45%）指导组患者临床病症复发情况明显优于对

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具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因此，本文认为，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运用于临床护理，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内科在中医护理中治未病理论的运用效果显

著，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护理干预后治愈率以及降低治愈

后复发情况，在临床上有良好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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