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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特色护理与疗法已成为现代化中医院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在临床中对提高患者住院舒适度及康复率具有一定成效，并

且也是我国中医治疗的特色和优势。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基

层医疗压力愈发加剧，老龄化伴随着基础病繁杂、慢性病症状重

复等诸多问题，而目前基层中医院的护理培养模式存在单一性、

中医特色不足、治疗一致性交叉等突出问题。因此，探索基层中

医院进行具有中医特色的医护双导师培养模式和方法，建立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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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培养具有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型人才，是契合老龄化社会进程发展要求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在基层中医院中推广更为简

便效廉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对适老型社会尤为突出。基层医院中普遍存在基础病、慢性病扎堆、老龄人口占比大等

相对条件，对于基层诊疗条件而言，为了缓解基层医疗压力，需要对常见病症进行统一规范化中医特色护理与疗法的

应用。目前我院在基础医疗护理方面，积极进行医护双导师学徒制度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双轨道教学和探索，争

取做到统一性、规范化特色中医护理与治疗，提高工作效率及临床疗效应用。目前我院已进行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

现进行总结，为中医特色护理与疗法的基层推广普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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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特色护理与治疗团队至关重要。我院近年来，致力于护理人

才的培养改革和人才教育质量提升，加深中医护理的基层普适

性，缓解基层医疗压力及提高中医治疗疗效 [1]。现总结我院临床

应用与实践如下，为中医特色护理与疗法在基层中医机构临床运

用提供可能的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给出的结果显示，我国老龄化人口即60

岁以上老年人在2022年底达到了约2.8亿，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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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国人口较大占比人群。并且慢性病、失能及亚健康人群逐

年增加，对基层医疗的康复理疗、护理技术的需求愈发迫切 [2]。

中医特色护理是我国医学护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护理应用

中的特色与优势，是临床护理发展的重要途径及创新，具有成本

低廉、效果显著、操作简单等特点。随着医改的深入开展及建

设，国家卫健委提出加强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面向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中医药知识技能培训要立足实际，抓紧中医药发展的

关键实际，培养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护理疗法人才。

一、中医药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

中医学知识与临床是以历代医家经验为基础，其疗法思路需

要更多思考与体会，因此师承模式成为中医特色人才培养的必要

模式 [3]。而护理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应用型护理人才，职业定位是

进入临床一线，而中医护理则更细化目的为治疗临床症状及护理

病情能力，因此更加侧重培养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4]。

针对基层医疗的老龄化应用，普适性和老龄化的养老护理尤

其突出，因此，在养老背景的护理培养要转变观念，更多倾向于

以医学人文关怀价值为基础的护理观念，通过心理及生理各方面

护理能力满足临床需求 [5]。基于基层中医院中中医治疗方案的前

提下，更加重视护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去适应社会新形势。同时也

对护理团队提出新的要求，护理防治、患者管理及护理质量等综

合运用能力的体现 [6]。

二、中医护理疗法的临床运用与推广

（一）中医护理的不足

长期以来，我院中医护理需要兼顾西医护理和中医护理技

术，成倍的工作压力造成护理发展创新的缺失。技术干预性研究

质量不足，护理技术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特点。因此继续储备中医

特色护理团队，开发新的培训模式，操作标准化流程减轻一线护

士的压力，提高护理技术的疗效及规范性程度。鼓励护士进修学

习拓展病种认识，定期学习中医病症，将中医护理小组独立出

来，学科中医护理融合，在此基础上安排各个科室护士进行学习

培训，促进全科护理病症学习及护理疗法运用。

（二）中医护理建设实践运用

中医护理团队的建设应该包括培训、辨证施护、临床应用、

护理技术及护理管理等各个分支。相较于传统的健康教育，在基

层医院中的中医护理还要求实施护理疗法，比如针刺、按摩等

可提高临床疗效，协助培养健康生活作息习惯 [7]，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减轻疼痛，提高护理满意度及生活质量，值得应用 [8]。同

时，针对基层广泛一致性的特点要求中医护理应形成中医护理技

术创新及标准化流程操作，在理论指导中实践于临床 [9]。

我院自开展中医特色疗法以来，通过医护合作，医护双导师

带徒模式，将护理疗法实践于临床，服务于疗效，积极进行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适应于基层中医院并进行推广。在每一个科室中，

由中医技术医师培训一名主管护师，并在实践过程中辅助指导，

主要负责诊疗理论讲解，固定每周中医治疗学习时间。并布置相

关临床中医操作进行考核。在工作中由主管护师负责实践带徒在

病人群体中开展相应的治疗，按照统一标准化操作步骤进行实训

及分工合作 [10]。

医护合作双导师模式，将中医理论与护理疗法实践相融合，

明确中医护理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护理团队能力及临床护理疗

效。并将该模式推广于各个科室中，涵盖内外科常见病种，归纳

常见症状及疗法适应症。

三、实践中的疗效总结与体会

（一）实施开展及运用

中医护理措施在临床上的作用及效果已被多次验证，在腰腹

疼痛、便秘、失眠、焦虑等常见住院病症中运用并获得良好的疗

效。因此，强调在基层医院中的推广，更多地重点放到规范化和

实践能力中来。通过我院培养模式及操作教学体制的不断探索与

改革完善，中医护理疗法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包括师带徒、

护理临床操作，并定期开展“”中医古籍学习课程”“经典临床案

例分享”等学习会议，促进院内中医药基层普及、提高中医疗法

院内使用率，达到全院运用、专科特色发展。

（二）护理患者前后焦虑、舒适度比较

在我院开展中医特色护理疗法的过程中，随机选取106名患

者分为两组，一组按照一般护理方案进行护理作为观察组，另一

组采用中医特色护理疗法进行护理，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护理前

后焦虑及舒适度评分，得出观察组护理后的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

（26.81±3.91）分 vs（32.69±4,75）分；观察组护理后的舒适度

评分高于对照组（2.39±0.41）分 vs（1.78±0.3）分（P＜0.05）.

见表1

组别 时间 焦虑评分 舒适度评分

对照组

（n＝53）

护理前 45.86±5.84 0.96±0.21

护理后 32.69±4.75* 1.78±0.32*

观察组

（n＝53）

护理前 46.11±5.79 1.01±0.19

护理后 26.81±3.91*# 2.39±0.41*#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与对照组相比。#p＜0.05

（三）总结

基于中医特色护理疗法在基层中医院中的推广和运用，不仅是

基层医疗能力的创新，还能稳定患者治疗情绪，提升治疗舒适度，

达到患者满意。在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下，将简便有效的中医护

理疗法运用于临床中，既重视了中医药传统时间的护理，又推动了

护理疗效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效提高护理培训管理，积极提升护

理人才中医主治，让患者获取更加优质的治疗体验和管理 [11]。尽

最大的可能满足患者需求，规范化操作流程减轻护理压力，提高舒

适度让患者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救治工作，对医疗起到正向反

馈作用。同时突出护理团队个性化发展需求，突出中医护理的高效

性，更加熟练应用中医护理技术，缓解患者情绪，获得患者信任

及认同 [12]。综上，本次基于基层中医院开展的中医特色护理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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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在临床运用和推广中取得一定地成效，使得中

医特色疗法在基层通过便捷高效的方式进行普及，提高患者就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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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协助诊疗高效进行，从而影响临床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