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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医特色护理在外科疾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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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外科疾病中对中医特色护理应用的效果进行探析。方法：选择我院外科近期住院患者 110 例，按照常规护理方式和以此为
基础实施中医特色护理的方式均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55 例。对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护理效果进行
对比。结果：和对照组相比较，试验组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护理总有效率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P＜0.05）。结
论：经研究，中医特色护理具有显著的价值，可使外科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减少，保证患者心理状态良好，是患者快速康复的重要保
障，可在临床护理中加强推广。 
关键词：中医特色护理；外科疾病；应用效果 

 
中医护理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中国技术特色显著。辩证护理是

中医护理的重要特征，主要通过“望、闻、问、切”了解病情，并
采用同病异护、正护反护等方法分析患者的生理和病理变化。根据
临床经验可知，在辩证护理基础上的中医护理模式对提高临床疗效
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本文选择我院外科近期住院患者对其应
用中医特色护理的情况进行探析，具有报告为：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外科近期住院患者 110 例进行研究，这些患者都属于
创伤感染，并按照不同的护理方法均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55 例。
对照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30 例、25 例；年龄区间为 33 岁至
55 岁，均龄为（43.5±3.9）岁；试验组男性和女性患者分别为 32
例、23 例；年龄区间是 35 岁至 56 岁，均龄为（44.6±4.5）岁。对
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P＞0.05），可
比性较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健康宣教、饮食和心理护理、出院指导等常规的护
理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试验组患者实施中医特色护理，主要包括：
（1）辩证护理，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以辩证施护为原则对患者制
定针对性的指导和护理内容；（2）日常护理，根据和人体睡眠、唤
醒等的自然机能时间，合理的制定起居时间，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
（3）饮食护理，根据中医提倡的辩证饮食原则，在综合考虑患者
用药情况的基础上合理的调节其饮食，也是治疗效果提升和不良反
应减少的保障；（4）技能应用，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合理的采用

撳穴位按摩，艾灸， 针治疗，耳穴压豆等护理；（5）中医锻炼，根
据患者的疾病恢复情况，合理安排其练习和胃健脾功、八段锦等。 
1.3 观察及判断标准 

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况和护理效果进行对比。（1）心理状况：
采用 SAS 和 SDS 量表对患者住院的心理状况进行评分，满分为 100
分，其焦虑和抑郁的心理和其分值成正比；（2）判定疗效的标准：
患者没有出现肺部感染、褥疮等不良反应，且疾病好转情况比较明
显表示显效；患者只有部分褥疮出现，肺部也没有出现感染，疾病
有所好转表示有效；如果患者出现肺部感染、褥疮等严重不良反应，
或疾病没有好转迹象表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涉及到的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处理，（ x ±
s）和%分别表示计量和计数资料，t 和 x2 是分别对其进行检验的指
标，两组具有一定差异用 P＜0.05 表示。 
2.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对比[n( x ±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对照组 55 42.3±3.4 40.3±3.2 
试验组 55 22.5±1.3a 24.4±1.2a 

t 值  38.050 33.154 
P 值  ＜0.05 ＜0.05 

注：相比较于对照组，aP＜0.05 
如表 1 所示，和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明

显较低（P＜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5 25(45.45) 23(41.82) 7(12.73) 48(87.27) 
试验组 55 30(54.55) 24(43.64) 1(1.82) 54(98.18) 
X2 值     5.875 
P 值     ＜0.05 

注：相比较于对照组，aP＜0.05 
如表 2 所示，和对照组护理总有效率（87.27%）相比较，试验

组的护理总有效率（98.18%）优势明显（P＜0.05）。 
3.讨论 

中医护理是在对“中医辨证护理”原则遵守的基础上，针对疾
病的不同种类而执行的一种护理模式，和西医相比副作用较小，并
且对脾胃疾病有良好的疗效，主要表现在：（1）重视心理护理。患
者的疾病受其心理状态影响较大，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处
理，患者可能会因此气血不畅，进而对脏腑功能的发挥造成影响，
所以对于病患的治疗药物和心理辅导同等重要，促使患者焦虑的心
情得到缓解的同时树立和疾病做斗争的信心；（2）辩证护理。中医
看病主要强调“望闻问切”，中医护理也一样，通过对疾病的综合
分析，科学的执行护理方案；（3）重视三因制宜。三因制宜指的是
医护患者的情况（如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制定各个阶段的护
理方案，外科疾病主要选择手术等治疗方法，术后护理起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尽管常规的护理方式涉及的方面较多，但又因其适用太
广泛而“面面不到”， 

所以亟需为外科疾病护理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相关临床研究
资料显示，外科疾病中合理的应用中医特色护理比常规护理的效果
更优。 

本文通过研究可知，和对照组相比较，试验组患者在心理状况
和护理效果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势，两组数据差异统计学意义明
显（P＜0.05），说明应用中医特色护理方法有其较大的优越性，既
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疾病症状，使患者痛苦感减轻，还可根据实际情
况运用辩证护理，通过对中医特色护理的充分利用，可在改善患者
身体素质、提高其免疫力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培养良好
的生活习惯对疾病的侵袭得以避免，也是患者生活质量逐步提升的
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在外科疾病中对中医特色护理方式进行有效的运用
可获得更加显著的效果，使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较大程度减
少，也是患者较快恢复健康的重要途径，在临床护理中具有较大的
推广和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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