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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中医康复护理的功能模式

庞Ǔ倩Ǔ孙华茜Ǔ李燕娇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Ǔ广东Ǔ深圳Ǔ518034

摘Ȟ要：本文深入探讨了老年人中医康复护理的功能模式，明确了中医康复护理的核心定义与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医康复护理的功能模式特点，并通过解析具体功能模式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结合实践案例，充分

展示了中医康复护理在促进老年人康复方面的独特优势和显著成效。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医康复护理的理论体系，

也为老年人康复护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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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人的

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医康复护理，凭借

其深厚的理论体系与独特的治疗方法，在老年人康复领

域展现出了巨大潜力。本文深入探索老年人中医康复护

理的功能模式，旨在挖掘其内在机制，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全面、个性化的康复方案。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

能为老年人康复护理领域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更加

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

1��中医康复护理的核心定义与理论基础

1.1.1  中医康复护理的核心定义
中医康复护理是一门将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康复医

学理念和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它运用中医药学原

理和方法，配合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对疾病、损伤后

的功能障碍、残疾等进行综合性、个性化的诊断、治疗

和康复护理。中医康复护理的核心在于，以中医理论为

指导，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护理方

案，旨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身体机

能的恢复，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中医康复护理不

仅仅关注疾病的治疗，更注重疾病的预防和康复。它强

调个体化护理服务，根据患者不同的体质、病情和需

求，为患者进行有效调理，提升患者自我康复的能力。

中医康复护理通过综合运用中药、针灸、推拿、拔罐、

中药敷贴、食疗、导引、气功等多种手段，以及科学合

理的饮食指导、作息规律调整、运动锻炼等方面的指

导，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方式，改善体质，

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复发。

1.1.2  理论基础
中医康复护理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指导，为患者

的康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1）整体观念：作为
中医康复护理的基石，强调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

认为，疾病不仅仅是身体某一部位的病变，而是全身机

能失衡的体现。因此，在康复过程中，中医不仅关注病

灶本身，更注重调整患者的整体状态，通过中医药、针

灸、推拿等手段，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从而恢复身体

的自然和谐。（2）辨证施护理论：它要求护理人员根据
患者的具体病情、体质及心理状态，制定个性化的康复

方案。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医的个体化治疗理念，确保了

康复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望、闻、问、切等中

医诊断方法，护理人员能够全面了解患者状况，从而精

准施策。（3）治未病理念：在中医康复护理中占据重
要地位。它强调预防为主，通过调整身体机能、增强体

质，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1]。这一理念不仅关注当前的

康复需求，更着眼于患者的长远健康，体现了中医康复

护理的前瞻性和全面性。（4）调理气血：是中医康复护
理的重要手段。气血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

平衡与否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状况。中医康复护理通

过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调理患者的气血，使其达

到平衡状态，从而促进身体的康复和机能的恢复。这一

手段的运用，不仅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还能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增强其身体机能。

2��中医康复护理的功能模式特点

2.1.1  整体康复
整体康复是中医康复护理的核心特点之一。它强调

人体各部分的康复相统一，认为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状态

是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结

果。因此，在康复治疗中，中医康复护理不仅关注患者

受损部位的恢复，还注重全身机能的调整和平衡。同

时，整体康复还强调人体康复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

相统一。自然环境中的季节变化、气候变化等因素，以

及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等都对人体的康复

产生影响。中医康复护理通过调整患者的饮食起居、情

绪状态等，使其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关注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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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系统，促进患者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从而

加速康复进程。

2.1.2  辨证康复
辨证康复强调在康复治疗中采用因人而异、因证而

异的个体化辨证治疗。中医康复护理认为，每个患者的体

质、病情、病因都各不相同，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仔

细分析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2]。这种

辨证施治的方法不仅提高了康复治疗的针对性，也大大

提高了疗效。通过精确的辨证，中医康复护理能够准确

地找到患者的问题所在，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从

而加速患者的康复进程。

2.1.3  形神兼顾
形神兼顾强调在康复治疗过程中不离形、神二者的

调理。中医认为，形是身体的物质基础，神是精神意识

活动的总称。形神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神关系和谐

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在康复过程中，中医康复护理

不仅关注患者身体的恢复，还注重患者精神的调理。通

过心理疏导、情绪调节等方式，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

态，提高自信心和抗病能力，从而加速身体的康复。

2.1.4  自然康复
自然康复是中医康复护理的一种独特方法。它利用

自然界物理因素的影响，促进人体身心的康复。中医认

为，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水、温度等物理因素对人

体具有调节作用。通过合理利用这些自然因素，可以促

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加速疾病的康复。例

如，利用阳光照射可以促进人体维生素D的合成，增强骨
骼健康；利用适度的温度变化可以刺激人体的神经和内

分泌系统，提高身体的适应能力。自然康复法不仅安全有

效，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

2.1.5  自疗康复
自疗康复强调康复对象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主动

地开展自我保健和锻炼，为自己提供康复服务。中医康

复护理认为，患者是康复的主体，只有患者积极参与

康复过程，才能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因此，在康复过

程中，中医康复护理注重培养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

力，通过教授患者正确的康复方法和技巧，鼓励患者主

动参与康复活动。这种自疗康复的方式不仅有助于患者

的身体康复，还能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促进患

者全面康复。

3��具体功能模式解析与应用

中医康复护理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在老年

人康复护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下是对中医康

复护理中几种具体功能模式的深入解析与应用探讨。

3.1.1  中药疗法
中药疗法是中医康复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据

患者的体质和病情，采用中药进行调理，旨在改善患者

的身体状况，促进康复。常用的中药方剂包括补气养

血、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等类型。例如，对于气血两虚

的患者，可采用人参、黄芪等补气药物，以及当归、熟

地黄等养血药物进行调理；对于淤血阻滞的患者，可选

用桃仁、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物；对于热毒内盛的患者，

则可使用金银花、连翘等清热解毒药物。中药疗法的应

用不仅局限于口服，还包括外用。如将中药煎煮后用于

泡洗、熏蒸或敷贴，可以直达病所，提高疗效。同时，

中药疗法还强调个性化治疗，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

体质状况，制定个性化的中药处方，以实现精准治疗。

3.1.2  针灸疗法
针灸疗法是中医康复护理中的另一大特色。它通过

刺激人体特定的穴位，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从而

达到疾病康复的目的。常用的针灸手法包括毫针、灸

法、拔罐等。毫针疗法通过细针刺激穴位，激发人体正

气，促进气血运行；灸法则利用艾叶燃烧产生的热量和

药性，温通经络，散寒除湿；拔罐则通过负压作用，吸

拔皮肤，使局部气血畅通，达到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的

效果[3]。针灸疗法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康复

领域。无论是神经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还是内脏

疾病，针灸都能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同时，针灸疗法

还具有操作简便、疗效显著、副作用小等优点，深受患

者欢迎。

3.1.3  推拿按摩
推拿按摩作为中医康复护理的瑰宝，以其独特的手

法与效果，在促进人体康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专

业的按摩技巧，作用于人体特定穴位与经络，推拿按

摩能有效缓解肌肉紧张，减轻疼痛感，同时促进血液循

环，助力炎症消散与水肿吸收。这一疗法不仅局限于局

部治疗，更能通过调整神经系统功能，增强机体的整体

抗病能力，实现身心的和谐统一。在实际操作中，推拿

按摩的手法丰富多样，如按、摩、推、拿、揉、搓、

拨、滚等，每一种手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与效果。

护理人员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与体质，精心挑选手法

与力度，确保按摩效果的最大化。此外，推拿按摩还蕴

含着“治未病”的深远智慧，通过定期按摩，不仅能缓

解现有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为人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

3.1.4  中医运动疗法
中医运动疗法包括太极拳、气功等传统功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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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注重身心的和谐统一，通过缓慢柔和的动作和呼吸

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和免疫力，改善身体的循环系

统。中医运动疗法对于一些慢性病康复有着积极的作

用，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太极拳和气功等功

法通过调节呼吸和动作，使人体内外达到平衡状态。它

们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身体机能，还能调节患者的心理

状态，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在实际应用中，

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功法进行练习。

3.1.5  中医饮食疗法
中医饮食疗法是中医康复护理中的另一项重要内

容。它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制定特定的饮食方案，

通过调理饮食来达到康复的目的。中医饮食疗法强调

“药食同源”的理念，即食物和药物具有相似的性质和

作用。通过合理搭配食物，可以调和人体的阴阳平衡，

改善体质，预防疾病。在实际应用中，中医饮食疗法应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状况进行个性化制定。如对

于脾胃虚弱的患者，应多食用易消化、营养丰富的食

物；对于热毒内盛的患者，则应多食用清热解毒的食

物。并且中医饮食疗法还强调饮食的规律和节制，避免

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等不良习惯。

4��实践案例与成效分析

4.1.1  案例概述

我们以一位脊髓损伤的老年患者为例，详细阐述了

中医康复护理在老年人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和显著成效。

该患者在接受中医康复护理的综合治疗前，因脊髓损伤

导致下肢瘫痪，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情绪极度消沉，对

未来充满绝望。

4.1.2  中医治疗过程
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中医康

复护理方案。（1）通过中药疗法调理患者的身体，改善
其气血状况；（2）采用针灸疗法刺激穴位，促进神经功
能的恢复；同时结合推拿按摩和中医运动疗法，帮助患

者恢复肌肉力量和关节活动度。（3）我们还特别注重患
者的饮食调理和心理疏导，使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4.1.3  成效分析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患者的病情逐渐好转。

肌肉力量明显增强，关节活动度得到显著改善，甚至能

够在辅助器具的帮助下站立[4]。这些生理上的变化不仅提

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患者的心理状态也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最初的绝望和消沉，变得积极乐

观，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4.1.4  结果对比图表
以下图表展示了患者接受中医康复护理前后在肌肉力

量、关节活动度以及心理状态方面的对比情况，见表1：

表1��患者接受中医康复护理前后状态对比表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肌肉力量（等级） 0-1级 3-4级
关节活动度（度） < 30° > 90°

心理状态（评分） 绝望/消沉（1-3分） 积极乐观（7-9分）

注：肌肉力量等级根据医学标准划分，关节活动度以度为单位，心理状态评分采用1-9分制，分数越高表示心态越积极。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患者在接受中医康复护理后，

各项指标均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中

医康复护理在老年人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和显著成效。

结语

中医康复护理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在老年

人康复护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具体功能模式的解

析与应用，以及实践案例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康

复护理在促进老年人全面康复、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具有

显著优势。未来，应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中医康复护理技

术，为更多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康复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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