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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是延续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途径，中医护理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思想

和临床经验的传承模式已日渐成熟。本文从中医院校的成立、中医医院的成立、中医护理高等教育、中医护理

管理模式的发展、中医护理工作模式的发展、中医护理技术的发展、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的建立 7个方面进行

介绍，旨在使广大中医护理工作者对中医护理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为中医护理传承发展而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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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bin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ontinue
the ca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CM，TCM nursing
has gradually matured its inheritance mode of academic thinking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This arti⁃
cle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medi⁃
cine hospitals，higher edu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the development of TCM nursing
management mode，the development of TCM nursing work mode，the development of TCM nurs⁃
ing technology，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CM nursing inheritance studio. The purpose is to en⁃
able the majority of TCM nursing worker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CM nursing through
this discussion，so as to make continuous progres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nursing.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inheritance；development

中医护理传承发展离不开中医护理前辈的努

力，一代代中医护理学科带头人忘我奋斗，为中医

护理传承发展凝聚力量，指明方向。本文以时间

为脉络，从建国初期中医研究院的成立开始论述，

DOI：10. 55111/j. issn2709-1961. 202208095 ·护理教育·

收稿日期：2022 - 08 - 30
通信作者：唐玲，E-mail：tangling9101@163. com

··198



Vol. 8，No. 11，2022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Nursing

OPEN ACCESS http：/ / www. zxyjhhl. cn

从中医院校的成立、中医医院的成立、中医护理高

等教育、中医护理管理模式的发展、中医护理工作

模式的发展、中医护理技术的发展、中医护理传承

工作室的建立方面进行介绍，旨在通过此论述使

广大中医护理工作者对中医护理有更深入的了

解，从而为中医护理传承发展而不断进取。

1 中医院校的成立

1955年，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1956年，国

家开始筹备成立中医学院，旨在培养具有科研能

力、教学能力和医疗专业技能的高级中医人才，成

立中医学院培养高级中医人才是高等中医药教育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1958—1959年，

中医护士学校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开办。广大护理

人员努力学习中医理论知识，而且进行临床实践

活动，从而不断总结出具有中医护理特色和中西

医结合护理方面的经验与论著，助力中医院校的

发展。

2 中医医院的成立

1955年，中医研究院所属的附属医院和中医

研究班正式成立。中医药通过预防调理、养生保

健等方式，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党中央制定一

系列措施和方针政策来确保中医药发展［2］。在中

医院病房的建设中也突出中医特点，在病房中专

门设有中药柜，用来存放各种中药制剂，例如中药

丸、中药膏、中药粉等，还有不同的中药汤剂，以备

急需。另外，还有中医治疗室，备有梅花针、火罐、

按摩仪等，用于中医护理操作的开展［3］。

3 中医护理高等教育

自 1984年我国恢复大学本科护理教育以来，

高等护理教育模式已由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逐

步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转变为以解决健康问

题为目的，护理程序为框架的整体护理［4］。孟锦

余于 1985年组建北京中医学院护理专业，任护理

系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撰写《实用中医护理学概

论》，为中医护理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5］。徐桂华

提出“在高等护理教育方面也要坚持中西医结合

护理并重”，主张首先建立中西医结合护理课程体

系，然后确立培养目标，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

学模式进行调整，并编写相应的配套教材［6］。张

玉珍主张参加“西医学中医”的培训，指出通过西

医学中医的培训能够加强人才培养，弥补中医药

人才的短缺。开展中西医结合教育可以为中西医

结合事业发展培养更多人才，更好地为人类健康

服务。医院通过举办西学中在职培训班，形成人

才培养的新模式，也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

的主要途径［7］。

4 中医护理管理模式的发展

中医院护理队伍的建设与管理，离不开中医

护理管理者的默默付出。单南英致力于探索适应

市场经济体制的下护理管理模式，并在人事制度、

护理工作质量评价、护理绩效奖金分配等方面提

出新的改革思路。为了保障病区夜间护理工作质

量，她还制定了夜间查房的形式。她对出院病历

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并进行整改，使在护理病历

书写内容更加充实完善［［8-10］。

常立身、张淑良、景俊英撰写关于《中医护理

病例的书写方法》和《中医护理科研管理体会》，为

中医护理文件质控和护理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冯运华、王敏也针对中医标准护理计

划进行撰写，为突出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护而

编著［11］。冯运华还两次对全国 2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中医医院的医院管理活动情况进行了督导

检查，并进行总结思考，从而提升服务质量［12］。

周之勤提出护理程序的设计要考虑如何从中

西结合的理论来考虑，根据护理问题制订护理措

施，从而解决临床问题［13］。张淑良也对护理问题

（护理诊断）进行了相关探讨，提出应继承发扬好

中医护理，探索凝练有中国特色的护理工作模式；

还提出科研作为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对临床工作非

常重要，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在进行消毒时，使用

中药空气消毒液更适合，不仅消毒时患者可不必

离开，还具有湿化空气等多种功效［14-16］。此外，舒

适护理及PDCA循环管理模式的应用也促使护理

工作模式质量得到提升，提高了患者满意度［17-18］。

5 中医护理工作模式的发展

1958年，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以肖

名媛、廖谨言、游国秀等代表四川省万县护士学校

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

作，她们是医院护理团队的奠基人，是医院首批护

士，她们接待了第一位住院患者，书写了第一份护

理记录，完成了第一例手术配合等工作，并将中医

病房护理管理及心理学在护理管理中的运用进行

探讨和总结［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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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玉苓、单南英、王敏提出以中医“整体观念”

为护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为了更好地将中医护理

理论与技能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中，将中医病房

护理工作的工作程序及护理特点进行初步归

纳［21］。王敏还提出了中医理论在整体护理工作中

的重要性，对于患者要实施“辨证施护”，从而更好

地丰富整体护理内涵［22-23］。许还珠也提出临床护

理工作要坚持中医理论对整体护理内涵的指导，

整体护理适应了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24］。李

红等［25］研究发现，提高中医护理病房护理工作效

率，要合理利用护理人力资源。将中医理论、整体

护理与中医学发展护理专业高等教育相结合，有

利于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26］。

王敏老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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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证施护更符合人性化护理的趋势，越来越受到

肯定［27］。单南英将多年临床护理实践中治则的关

系作用及应用思路进行了总结论述，提出护理人

员要充分掌握辨证施护的方法，使治则在中医护

理应用中更加规范化［28-29］。

为了进一步规范临床护理工作，夯实基础护

理，提高护理质量，2010年卫生部提出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30］。优质护理病房建设

通过创新护理服务理念，其中以品管圈效果显

著［31-32］。2017年，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指导下，

北京市中医护理能力提升工程办公室开展“一证

一品”专科护理示范病房建设项目，使中医护理在

继承中创新发展［33-36］。

6 中医护理技术的发展

中医护理技术在养生保健、康复管理等方面

效果显著，临床应用广泛［37］。张玉珍于 1958年调

入北京第一所中医研究院所属的附属医院工作，

多次随卫生部医疗队下乡到山西、甘肃等地。在

基层卫生单位，通过实践掌握了多种中医传统技

术，例如：推拿、刮痧、拔火罐、捏脊等。常立身研

究发现，葱熨、葱敷疗法对于麻疹肺炎、病毒性肺

炎、乙型脑炎合并肠麻痹腹胀或尿潴留者有一定

的疗效［38］。程俊凤［39］以 106例发热患者进行验

证，证明刮痧疗法的概的降温效果较好，在发热性

疾病护理中有广泛应用价值。张淑良等［40］将脐疗

的代表性临床经验进行报道，阐述了脐疗治病的

机理与临床护理要点。景俊英［41-42］综述了耳穴压

丸法在缓解疼痛、防治便秘等中的应用，还发现活

血散结膏能够缩小肌注后硬结面积，降低硬结硬

度及缩短病程明显比硫酸镁湿敷效果好。

目前，中医护理正处在学科的建设以及发展

的重要时期，其中学科内涵及理论的模糊、中医护

理基础知识的薄弱、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较弱

均是制约中医护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建立中

医护理专业认证的制度，重视中医护理学科的发

展才能存进中医护理技术的发展［43］。

7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立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于2016年成立了“三室一站”

用于培养中医护理传承人才。“三室一站”即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王敏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桂梅芬中医护理

传承工作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冯运华中

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及工作站，以师承的方式，为临

床培养中医护理实用型人才，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健

全中医护理传承体系和共享平台［44］。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于2022年开展北京市“第二

批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批准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郑萍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张素秋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郭海玲中医护理传承工作

室”。不断挖掘专家的中医护理学术思想，传承中医

护理技术，凝练中医护理经验；围绕中医护理技术标

准化、中医护理质量评价体系等内容，培养一批临床

有特色、科研有能力、管理有方法、技术有专攻的中

医护理传承人才，推动中医护理学术传承与发展。

8 小结

中医护理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发

展与传承是分不开的［45］。人才是中医护理发展的第

一资源。“十三五”期间，已试点开展中医护理传承人

才培养。“十四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为“《意见》”）将“中医护理人才”定为新时期中医

药的急需紧缺人才，“加强中医护理人才队伍建设”

成为统筹推进中医药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

任务之一。《意见》提出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

才培养模式、打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成长的政策环

境、着力强化“顶天立地”的人才队伍建设等要求［46］。

传承是中医的根，传承是中医的魂，敬师传承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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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文化。中医护理传承工作更是一项伟大而神

圣的事业，不仅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

作技能，更能够提高中医护理内涵建设［47］。希望通

过中医护理传承工作推动中医护理学科的传承发展，

促进中医护理学术思想传播与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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