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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特色之探讨

卓巧玲
藤县藤州镇藤城卫生院 广西 梧州 543300

摘 要：中医护理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护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护理体系。它注重

整体观念、辨证施护、自然疗法和人文关怀，以全面、个性化、自然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在基层临床护理

中，中医护理的应用日益广泛，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推拿治疗、康复护理和心理护理等领域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

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需求的提高，中医护理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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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医护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其特色在

于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护、广泛应用自然疗法以

及关注患者精神生活和情感需求。在当今医疗环境中，

中医护理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全面的护理服务，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医护理的特色，以期为进

一步推广和应用中医护理提供参考。

1 中医护理的特色

中医护理，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中

医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护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形成了

具有独特特色的护理体系。中医护理的特色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医护理强调整体观念。中医

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因此，中医护理不仅要关注病人的生理

状况，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状况，以及与疾病相关的社

会、文化等因素。在护理过程中，中医护理人员会全面

考虑病人的各种情况，制定出最适合病人的护理方案。

其次，中医护理注重辨证施护。中医护理根据病人的体

质、病情等因素进行个体化护理。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

同的，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和反应。因此，中医护理人员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

况，制定出最适合病人的护理方案。这种方法不仅可以

提高护理的效果，还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再次，中医

护理采用自然疗法。中医护理采用针灸、推拿、拔罐等

自然疗法进行治疗和康复。这些自然疗法是中医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以自然的力量来调整人体的生理功

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些方法不仅疗效显著，而

且副作用小，深受病人的喜爱[1]。最后，中医护理注重人

文关怀。中医护理不仅关注病人的生理状况，还关注病

人的心理、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关怀。中医护理人员

会尽力理解病人的需求和困扰，给予病人精神上的支持

和鼓励。同时，中医护理人员还会教育病人如何调整生

活方式，如何配合治疗，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总的来

说，中医护理以其独特的优势，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全面、

个性化、自然的护理服务。中医护理不仅能够有效地治

疗疾病，还能够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

因此，中医护理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2 基层护理的现状和挑战

基层护理是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然而，当前基

层护理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工作量大、压力重、人员

素质和能力不足、资源和服务短缺以及管理和制度不完

善等问题。首先，基层护理的工作量和压力巨大。由于

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区居民，因此，其护

理工作不仅包括常规的医疗护理，还包括健康教育、疾

病预防、康复指导等多元化的服务。这使得基层护理人

员的工作压力远超过其他医疗人员。其次，基层护理人

员质量不高， 受到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等问题的困扰，
基层卫生院很难吸引具有高学历、高技能的专业医护人

员加入，尤其是对那些受过全面系统的本科教育的护理

学院毕业生而言，他们大多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

区参加工作，甚至专科生在基层卫生院中的比例都不是

很高。再次，基层临床护理的资源和服务短缺。由于投

入不足，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备普遍落

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服务需求。同时，基层护

理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创新。最后，

基层护理的管理和制度不完善。目前，基层护理的管理

和制度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许多不规范和不合理

的地方。例如，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机制不健全，护

理服务的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不完善等。

3 中医护理在基层护理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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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基层护理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中

医护理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的护理方式，在基

层护理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3.1  中医护理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人群，如高血压、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中医护理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中具有

独特的优势。首先，中医护理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调整

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中医认为，人体的健康状态是由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等

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中医护理通过调整饮食、运

动、作息等方面，帮助老年人恢复身体的自然平衡，从

而有效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其次，中医护

理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治疗手段，如针灸、拔罐、推

拿等，既能有效缓解症状，又能减少药物的副作用。针

灸是一种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来调节气血运行的治疗

方法，对于缓解疼痛、改善血液循环等方面具有显著效

果。拔罐则通过在皮肤上产生负压，促进气血循环，有

助于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推拿则是通过对人体经络

和穴位的按摩、揉捏等手法，达到舒筋活络、调和气血

的目的。这些方法在中医护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老

年人提供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此外，中医护

理还强调养生保健，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作息等方

式，帮助老年人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力。中医认

为，饮食是人体获取营养的主要途径，合理的饮食结构

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因此，中医护理会根据老

年人的体质和病情，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如低盐、

低脂、高纤维等。同时，中医护理还提倡适量的运动，

如太极拳、八段锦等，以增强体质、延缓衰老。此外，

良好的作息习惯也是中医护理的重要内容，如保持充足

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等[2]。总之，中医护理在老年人

慢性病管理中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整体观念的指导、多

种方法相结合的治疗手段以及养生保健的理念的综合应

用，中医护理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慢性病症状，提高

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

增强对疾病的信心。因此，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中应充

分重视和应用中医护理。

3.2  中医护理之推拿在治疗中的应用
中医护理中的推拿，是一种历史悠久、疗效显著的

疗法。推拿通过对人体特定穴位和经络的刺激，调动体

内正气，调和气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推拿是

中医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手法推拿，能够缓解身

体疼痛、促进血液循环、调整身体机能，从而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在基层护理中，推拿治疗的应用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1）缓解疼痛：对于一些慢性疼痛，
如关节炎、颈椎病等，推拿治疗能够有效地缓解疼痛。

通过推拿技师的专业手法，可以放松紧张的肌肉，疏通

经络，使患者感到舒适。（2）促进康复：对于术后或受
伤后的康复，推拿治疗也有着重要作用。推拿可以促进

血液循环，加快伤口愈合，防止肌肉萎缩。在一些基层

医疗机构，推拿治疗甚至成为康复的主要手段。（3）预
防保健：推拿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一种预防保健

手段。定期进行推拿，可以调和气血、增强免疫力，从

而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3]。在基层护理中实施推拿治疗，

需注意以下几点：（1）专业培训：确保推拿技师具备专
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准确判断患者的情况，并采取合适

的手法进行治疗。（2）设备配置：虽然推拿主要依赖技
师的手法，但必要的设备如按摩床、毛巾等也要配备齐

全，确保治疗的舒适性和安全性。（3）患者教育：向
患者介绍推拿治疗的目的、过程和注意事项，让他们对

治疗有正确的认识，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总之，中医护

理在基层护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拿治疗方

面，它不仅能够缓解患者的痛苦，还能促进康复和预防

保健。未来，随着中医护理的进一步发展，其在基层护

理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3.3  中医护理在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中医护理在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是一种结合了中医理

论和实践的治疗方法，旨在帮助患者恢复或改善身体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这种治疗方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医护理在康复训练中运用中医理

论进行指导。中医理论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等

原则，这些原则可以用于调整康复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例如，根据五行学说，可以根据患者的体质特点和病情

选择适合的康复训练项目，以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此

外，中医理论还强调个体差异，因此在康复训练中需要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调整。其次，

中医护理采用中医特色康复方法来提高康复效果。中医

有许多独特的康复方法，如太极拳、八段锦等。这些方

法结合了中医理论和运动学原理，通过特定的动作和呼

吸方式来调节身体的气血运行，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

太极拳和八段锦等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的柔韧性和协

调性，还可以调节心理状态，缓解压力和焦虑，从而对

康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中医护理关注患者的

心理康复。心理因素在康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

良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影响康复的效果。中医心理学知识

可以用于心理疏导和调适，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态，

增强自信心和自我管理能力。中医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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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交流和观察，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并运用中医

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心理干预，如针灸、按摩、音乐疗法

等，以促进患者的心理康复。总之，中医护理在康复护

理中的应用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运用中医理论指导康

复训练、采用中医特色康复方法和关注患者的心理康

复，中医护理可以提高康复效果，促进患者的身心康

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医护理在康复护理中的应

用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技术，以确保治疗的安全

和有效性[4]。

3.4  中医护理在心理护理中的应用
中医护理在心理护理中的应用是一种独特的护理方

式，它结合了中医的心理学知识和技能，以帮助患者调

整心理状态，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心理适应能力。这

种护理方式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

医护理在心理护理中的应用会运用中医心理学知识，如

情志相胜、五行相克等理论，来分析患者的心理问题。

情志相胜理论认为，人的情志活动会影响身体的生理功

能，反之亦然。因此，通过调整患者的情志活动，可以

改善其身体状态。五行相克理论则认为，人体的五脏六

腑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调整这

些关系，可以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这两种理论为中医

护理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患者

的心理问题。其次，中医护理在心理护理中的应用会采

用中医心理疏导方法，如静心养神、吐纳养生等，来帮

助患者调整心态。静心养神是通过冥想、呼吸调节等方

式，使患者的心情平静下来，从而达到舒缓压力、调整

心态的目的。吐纳养生则是通过深呼吸、慢呼吸等方

式，使患者的身心得到放松，从而达到舒缓压力、调整

心态的目的。这两种方法都是中医护理中常用的心理疏

导方法，它们能够帮助患者有效地调整心态，从而改善

其心理状态。最后，中医护理在心理护理中的应用还会

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关爱。

每个患者的心理需求都是不同的，因此，中医护理会根

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关

爱。这种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关爱不仅能够满足患者的

心理需求，还能够增强其对治疗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总的来说，通过将中医护理应用于心理护

理中，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

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和信心。

结束语

经过对中医护理特色的探讨，我们深刻认识到其独

特的价值和魅力。整体观念、辨证施护、自然疗法和人

文关怀，这些特色不仅体现了中医护理的精髓，也满足

了现代人对健康的需求。中医护理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关注个体差异，通过自然疗法和人文关怀，为患者提供

全面的身心护理。这种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与现代医

学发展趋势相契合，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在未来的

发展中，我们期待中医护理能够不断创新和完善，为更

多患者带来健康福音，为医疗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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