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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发展举步艰辛，中医护理发展前景乐观，中医护理发展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医护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引起国内

外同行的关注。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和人民健康观念的转变，

护理工作的范畴已由单纯疾病护理向全面的预防保健护理拓

展，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护以更符合人性化护理的优势，

受到医务界的肯定和广泛推崇，发展中医护理应该是一个良

好的机遇。但综观中医护理的发展历程，有艰难的起步，有

间断的辉煌和低谷、有不断的起伏和发展。想要抓住机遇，

达到可持续性发展，尚有许多值得思考、探索和亟待解决的

问题。 1.中医护理发展举步艰辛 众所周知，古代中医治病，

医护、药不分家。而进入现代化医院后，医、护、药有了分

工。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医医院有老中医及民间间知名的

中青年中医，有老药师、老药工，一般还配有师带徒。并开

设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中医药大学也相应建成，中医药人

才队伍得到保障。惟独对护理工作没有明确规划，中医医院

要不要开展中医护理？中医护理要不要继承、发扬？中医医

护从过去的不分家到明确分工后，医护范畴如何界定？中医

护士编制如何确定？中医护理人才梯队如何培养？在这一系

列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全国中医医院纷纷建立。护理人

员均来自西医中专护校，20世纪60年代前后，全国仅有的两

所中医中专护校也因师资、教材等问题而停办。长期以来，

中医医院的护理基本照搬西医护理的理论和技能，仅完成一



般的护理工作所以，从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级领导

，到医院医院的领导、科主任甚至护理人员本身也不感到开

展中医护理的迫切性。几十年来，有一些中医护理老前辈及

热爱中医护理的中青年护理人员在中医护理学术方面及临床

应用中进行不断探讨、研究，总结了不少好的经验和理论。

如从中医理论中总结了用中医四诊观察病情，指导病人及家

属进行生活调理，运用情志致病学说调适病人情绪，不同中

药的服、用方法饮食宜忌和饮食调护等均有中医特色的护理

方法更有热爱中医护理事业的少数护理人员，通过系统学习

中医理论，将中医理论的核心整体观和中医辩证法相结合指

导护理工作，开创了中医“整体护理”和“辩证施护”的中

医特色护理。 改革开放后，中医管理部门将中医护理也纳入

管理范围，组织编写了“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护

理文件书写规范”，初步规范了中医护理的基本理论和操作

。南京、北京、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相继出版了《中医护

理学》、《中医护病学》、《中医护理管理》、《中医古籍

汇要》、《仲景护理与临床》等著作，为中医护理打下了理

论基础。1986年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4名护理人员创办

的《中医护理报》，是当时中医护理人员唯一的专业报刊，

在学术交流，及时报道中医护理动态，传播国内外护理信息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全国中医护理工作者的欢迎，但

在20世纪90年代未，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忍痛停办了。 中

医药大学在1999年开设的中医护理系，中医医院的护理人员

长期以来以中专护校毕业生为主，其对新业务、新技术的接

受能力，以及对外交流、科研能力等都与西医有较在的差距

。就目前在中医护理高等教育中，仍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培



养目标不明确，师资队伍相对薄弱（很多情况是医生教护士

学生或有经验的中专护士教大专护士学生），课程设置不合

理，教学内容和方法滞后，临床实习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

中医医院的护士缺编现象比西医院严重，二级以下中医医院

护士缺编更严重，而目前中医医院基本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病

人，住院病人几乎人人需要输液，急危病人也不断增多，，

再要求护士用中、西医护理理论全面观察病人，进行相应护

理，应用中医传统技术操作，减轻病人躯体痛苦，工作量肯

定增大许多。因而为民应付检查，走形式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护理记录不详实，护理措施不到位，护理科研成效少。与

当前中医学的发展和西医护理的发展有很大的差距，也与国

际护理界对中医护理的期望相差甚远。 2.中医护理发展前景

乐观 在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逐步发展的学科，证明她有很强的

生命力。中医医院的护理人员最初在上级没有要求，没有现

存的书本、教材作指导，没有高学历人才，对中医学一无所

知的情况下，凭着对中医理论中有关护理内容的兴趣和病人

对中医养生方法的需求，自发地请中医医生讲授中医基本理

论和技能，并在病房用学到的方法为病人进行解除痛苦的处

理，深受病人欢迎。当时的医生也很支持，使中医医院的护

士受到极大鼓舞。在“文革”混乱时期，不少中医医院的护

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村医疗队，用中医的传统技术和理论

为贫下中农服务，不仅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起到防病、治

病的作用使不少护士熟练地掌握了传统的中医技术操作。这

充分说明中医护理人员对中医护理的发展有着满腔热情和高

度的责任感，也说明中医护理来自于民间，仍然深受人民大

众的喜爱，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后，中医护理也



逐渐走向规范化。1984年卫生部中医司组织全国有关专家，

编写了《中医护理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为临床初步规范

中医护理提供了依据。1992年、1999年、2006年又组织了三次

修订。2006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介入，使中医

护理常规、操作规程更合适当前的护理模式，并具有法规意

义，护士权益也有了一定保障。 为配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组织编写了“中医护理评审条例和评分

标准”，严格规定开展中医护理的项目和具体内容及评价标

准。在此项工作推动下，中医医院改进工作苦练各项护理技

术，使中医护理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医护理学术交流开展

比较早，也比较频繁，1984年中华护理学会中医、中西医结

合护理专业委员会成立，除举办多次中医护理学术交流会外

，还重点研讨中医护理特色，中医护理病历书写，中医科研

方向等重大课题，为各地培养了一批中医护理的骨干，对促

进全国各地迅速开展中医护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护理分会于2002年成立。中医护理对外交流开展

得也很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省、市级中医院已接

待来自东南亚、欧美各国同行的参观学习，他们对中医护理

的神奇和实用性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海峡两岸开放后，港、

台的护理人员纷纷来大陆学习中医护理或请大陆护理人员出

境讲学，可见中医护理的魅力之大。 199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召开了首次中医护理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

薄一波、陈慕华、赵朴初为大会发来贺信、贺词。鼓励全体

中医护理工作者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为开

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护理工作而共同努力。大会表彰了全国95

名优秀中医护理工作者和两个先进集体。本次大会对中医护



理事业是极大的促进和鼓舞。 随着中医护理科研的逐步开展

，有条件的省、市级中医医院成立了中医护理研究室，1993

年，中医药管理局研究室研讨会。到会的16家医院的研究室

人员，通过对领导的讲话及充分的研讨，对中医护理研究室

的体制、隶属、职责范围和任务取得共识，对科研经费、立

题、招标等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虽然后来护理研究

室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经费也未能完全到位，人员大多是老

中专生，对科研工作尚不熟悉，因而，中医护理科研仍是一

个薄弱环节，但对提高各院护理学术水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 中医护理护理高等教育在20世纪未开始起步，

据2002年报道，全国已有20多所中医药大学设有中医护理系

。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16%，近年还会有所增加。虽然起

步较晚，但已见希望。早期毕业的中医护理护理大专生，尤

其是本科生，已成为中医护理发展的生力军，她们除了必要

的临床培养外，还接受了有重点的对口培养，特别是在护理

科研、护理教育上发挥了她们高学历、高素质、高能力的特

点。 3.中医护理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科要发展，人才是关

键。中医护理人才最初来源于中专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医护理

临床的护理人员，通过她们不懈的努力，为中医护理打下了

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现在她们绝大多数已退休。随着社

会需求的增长，国内外护理界对中医护理的期望不断增高。

中医护理教育层次的提高是当务之急。中医护理教育起步晚

，尤其高等护理教育，教师来源主要是中医院校的医师和西

医护理学院的老师，教中医护理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

。教材虽几经修改，仍严重滞后于临床。因此急需一批中医

高等护理院校毕业的护士，经临床严格训练后，再进入教学



水平高的院校或送到国外护理学院进修，作为中医教育、科

研的主力。同时中医医院的护士既要掌握西医护理的全部知

识和技能，又要掌握中医的基本理论和技能，4年学制肯定不

够用。另外应考虑在西医高等护校毕业生中招收一些定向中

医护理研究生，以培养一批护理科研、教育、临床的高级人

才。 目前，虽然编著了不少中医护理书刊，但缺乏规范性和

实用性。《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这本书已几经修订

，但由于种种原因，临床使用中，仍未能起到权威的、规范

的指导作用。例如护士在护校课程中有很大篇幅是中医传统

技术的操作，而进入医院后，当病人出现可以用中医技术解

决的护理问题时，护士却无权自主执行，虽然在《中医护理

常规技术操作规程》中规定：遵医嘱可执行某些中医技术操

作，但医生往往不开这些医嘱，病人得不到及时处理，护士

学的技术也荒废了。再有，辩证施护是中医护理最具特色的

护理模式，但在临床实施时往往因证候难辨，护理措施单一

而流于形式。建议局领导抓住现在的发展时机，组织一批系

统学习过中医理论，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护理人员，集思广

益，将过去出版的各种关于中医护理的书籍、论文汇集，编

写成适合护士临床应用，容易掌握且实用的、规范的、标准

化的中医护理理论和护理方法的指导性文件。 《中国护理事

业发展规划纲要（2005～2010）》中，明确指出了中医护理

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以提高中医护理技术，发挥中医特色

和优势为主线，注重中医药技术在护理工作中的作用。要根

据中医护理防重于治，注重养生的思想，发挥中医护理在老

年病、慢性病防治和养生康复中作用，突出中医整体观和辩

证施护，加强中西医护理技术的有机结合，促进中医护理的



可持续发展。这是对中医护理界的厚望，中医护理界的各级

领导应该抓住机遇，有所创新，有所飞跃，使中医护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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