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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摄精神情志，动静相宜。 疾病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正气与邪气相争的过程，邪胜于正病进，正胜于邪病退

。因此，为促进疾病向好的方向转化，护理的重点应放在邪

正双方力理的对比上，通过扶正祛邪，使疾病向痊愈转化。 

所谓扶正，即是扶助正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扶正多用补虚的方法。 1、食补与药补来源：www.100test.com

根据气虚、阳虚、阴虚、血虚的病人，分别采用补气、补阳

、滋阴、补血的护理方法。如气虚可给人参、黄芪、山药、

大枣等补气之品；血虚可给阿胶、猪肝、桂圆、大枣等补血

之品；阴虚可给枸杞子、甲鱼、银耳等滋阴清补之物；阳虚

可给牛肉、羊肉、狗肉、鸡等温补之品。 2、调摄精神情志 

精神情志的波动，常可使病情加重或恶化，护理上应加强精

神护理，做好开导劝慰和鼓励工作，使病员情志舒畅愉快、

气机调畅、气血和平，有利扶植正气、促进疾病早日康复。

3、动静相宜 动和静应视病情轻重而定。如急性病期，应静

卧休息，以培育正气和减少气血的耗损。随着病情的好转或

慢性病期，可根据体力逐渐增加活动量，以调节气机、通利

关节，增强体质和抗病的能力。 所谓祛邪，即是祛除病邪，

使邪去正安。祛邪多用泻实的方法。如外感表证者，宜用发

汗解表；宿食停滞或食物中毒等，宜用消食导滞或吐法等。 

扶正祛邪原则在护理上具体运用时，要注意扶正不留邪和祛

邪不伤正。如急性病期病员，应有忌食补养之食品或药品，



以防留邪；表证病人在用汗法祛邪时，应以周身汗出表解为

度，切忌大汗淋漓而伤正；阳明腑实证病人采用通里攻下法

时，应以腑通热退汗止为宜，不可腹泻频数而伤正等。 总之

，在临床运用扶正祛邪的护理原则时，应根据疾病的实际情

况，灵活掌握运用。通过扶正使正气加强，通过祛邪能排除

病邪的侵害和干扰，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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