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护理学概述



中医护理的概念

Ù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实践，以整体护

理为核心，动态地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

规律，运用科学的“四诊、八纲”方法，
寻求病因、确定病位、辨别病性、分析病

机及邪正盛衰的变化，在辩证的指导下，

确定护理原则，三因制宜地制订护理计划，

应用中医护理技术及其现代的护理措施实

施计划，以完成“为何健康，预防疾病，
参与诊治，护理患者，指导康复”的任务。



发展过程

Ù （一）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是《黄帝内经》。  

Ù （二）开创辨证施护先河的医家是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他的代表作是
《伤寒杂病论》，论述了对疾病的辨证施护理论和措施；在护理操作
技术方面，《伤寒杂病论》中有详细的论述，如熏洗法、烟熏法、坐
浴法、占烙法、外掺法、灌耳法等。尤其是张仲景首创了猪胆汁灌肠
法。  

Ù （三）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以发明麻醉术而闻名于世。在养生健身方
面，他倡导的“五禽戏”，模仿虎、鹿、猿、熊、鸟5种动物的姿态

动作，把体育与医疗护理结合起来的保健方法，是最早的康复护理方
法。  

Ù （四）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以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术流芳百世
。 （五）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有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
这是一部重要的药学巨著，对我国和世界的医药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六）清代名医钱襄的《侍疾要语》是一部有关护理学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后与近代的中医护理

Ù 20世纪50年代中医护理在医学中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各地先后开办了中医护士学校及中医护理学习班，1958

年中国第一部中医护理专著《中医护病学》问世

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中医护理教育逐渐兴起，中医

院校纷纷开始招收高等护理专业，2003年南京中医药大

学率先招收了中西医结合护理学硕士研究生

Ù 与此同时，中医护理学术交流、科研、护理专著也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1986年，在中华护理学会领导下，成立了

中医、中西结合护理学术委员会。



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

Ù 特点：整体观念、辩证施护。中医护理学的整体观念，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
认为人与环境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人是有机的整体（生理、病理）

整体观念            

                    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

                                 

辨证施护            辨证

                    施护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Ù生理

Ù五脏一体观--脏腑经络、五官九窍、四肢

百骸等，以五脏为中心，是紧密联系不可

分割的有机整体

Ù五脏--经络--精、气、血、津液结构上紧

密联系，功能上互相配合



病理

脏腑经络形体之间病理影响（局部和整体）

形神之间的病理影响

诊断治疗

诊断--“视其外应，以知内脏，则知所病矣
”
治疗--强调从整体层次上对疾病进行调节

◎



中医对正常人体的认识

Ù中医认为人体：

Ù心为主宰

Ù五脏为中心

Ù结合六腑、奇恒之腑

Ù精、气、血、津液、形体官窍

Ù通过经络相互络属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

体



五脏、六腑、奇恒之腑三类的含义

（1）何谓五脏？

Ù       五脏：心、肝、脾、肺、肾的合称

（2）何谓六腑?

Ù       六腑：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的

合称

Ù       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统称

（3）何谓奇恒之腑？

         奇恒之腑包括脑、随、骨、脉、胆、女子胞

（胞宫、子宫）六种器官组织。           



二、辨证施护

辨证施护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内容，即“辨证”

和“施护”。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

切）收集的资料加以分析归纳，辨别病证的主要

病位、属性。施护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

应的治疗和护理措施。 



辩证施护

Ù 1、病、证、症的基本概念

Ù 病--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产生邪正斗争的（阴

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生理功能障碍）全过程

Ù 证--证候，是疾病过程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

理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的趋

势转归。反映了疾病阶段性本质。

Ù 症--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

个别、孤立的现象。



中医护理原则的含义

Ù根据护理个体不同的病证的辨证结果

制订出各种不同的护理法则。



内容

Ù 一、扶正祛邪

Ù 二、标本缓急

Ù 三、同病异护，异病同护

Ù 四、正护与反护

Ù 五、三因制宜

Ù 六、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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