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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医思维科学的研究进步，中医思

维的发展及应用日益受到中医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

的国医大师、护理专家开始认识到护理工作中运用中

医思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笔者旨在通过自身日常中

医护理工作体会， 探讨中医思维在临床护理中的优

势， 初步提出护理人员中医思维养成的建议措施，以

期在临床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广泛的应用。

1

中医思维的特色

中医学是在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门具有理性思辨和哲学睿智的医学，以观

物取象为方法，以哲学思想为指导，并以之解释人

体的生理，分析人体的病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

医思维法

[1]

。 纵观近年来中医思维的研究进展，学者

从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创造性思维、中西医思维比

较等入手，总结归纳出了中医思维蕴含的“和”的思

想、整体观念、内在联系、辨证论治等显著特征。

中医思维重视“调和”“从化”，注重“形、神、环

境”变化对疾病的作用，讲究营卫气血、阴阳以平、五

行生克，表达了一种“和谐平衡”的哲学理念。中医学

认为人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 治病护理

就是运用中药的四气五味、药物归经等特性，从整体

上把握，调治其失衡的状态，使机体达到新的动态平

衡

[2]

。 辨证论治是中医思维的灵魂和精华，系统全面

地分析疾病，把疾病看作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运动，

注重机体病变与健康转化中的普遍联系， 并根据患

者不同的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医护技能。

2

中医思维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优势

建立和强化护理人员中医思维，并能使之因人、

因时、因病辨证施用，是高效完成护理工作的捷径。

2.1

有效减少护患矛盾 护患矛盾燃点较低， 患者

对护理的期望值过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疏忽或服务态

度欠佳都会成为导火索。护理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护

理人员如再碰上护患纠纷，更是身心交瘁。 在日常工

作中，作为一名普通护理人员兼护士长，笔者从患者

入院床位分配开始，就以中医“和”的思想为指导，注

重于所患病之人，综合考虑其学习经历、生活背景、兴

趣爱好、体质寒热，最大程度减少护理过程中因同病

区人员生活习性不同、护理方式各异等引起的不必要

纠纷，进而达到整个护理过程的“和谐平衡”。

2.2

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护理工作需要娴熟的技

能，对于不同的患者，虽然病状表象一样，但诱发疾

病的机理不同，亦需要采用不同的护理疗法。 在中

医医院，肛肠纳药法是临床护理普遍采用的中医内

病外治法。 收治的患者适合不适合灌肠？ 采取什么

方式灌肠？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是摆在每位护理人

员面前的重要课题。 如：病者腹部隆起，按之偏硬，

偏韧，或有条形粪便存在的，适合于灌肠。 腹部隆

起，按之柔软，不痛，叩之如鼓，则不适合于灌肠，或

者不适合用目前主流的方式灌肠。 在施护之前思辩

明晰，归纳证候类型、判断病机本质，就能做到有的

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2.3

快速提高患者依从性 患者自身的受教育程

度、心理素质、生活方式以及对医药知识的认知等

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不

同患者的依从性， 离不开医护人员的正确指导，更

有赖于中医辨证思维的灵活运用。 笔者在日常护理

及用药过程中的体会是：首先，需要分清主次。 声高

气盛多正气旺盛，声低气微多正气衰败，由此可判

断哪些患者要先行护理，哪些患者可以后处理。 其

次，需要掌握性格。 语速快者多火盛，宜顺着避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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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面冲突；语速慢者多内敛，宜以理服人，避免伤

人自尊。 再者，需要积极沟通。 对于滔滔不绝者，要

学会做听众；对于沉默寡言者，还要善于引导。 只有

以与患者平等的地位进行双向信息的交流沟通，提

升患者的信任度，依从性才能提高。

2.4

充分获得职业成就感 俗话说， 三分治疗，七

分护理。 医疗效果的最终呈现不仅仅是医生的对症

治疗，与护理对患者的饮食、情绪、用药的指导，对健

康生活习惯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关系。 从患者入院到

出院， 护理人员既要做好患者的生理护理和心理护

理，也不能忽视患者的健康调养。 中医学认为“气”、

“血”、“精”是健康的根本，它们充盈，则人健康、长

寿；它们亏虚，则人就会出现亚健康的症状，甚至疾

病缠身，过早衰老

[3]

。根据中医整体理念的认知，许多

身体的不适都可以通过进补、 改变饮食结构等方法

得到缓解或解决。 前提是要能准确分辨哪些脏腑出

了哪个方面问题，需要采用补气、补血、补阴、补阳哪

种不同的疗法。用之不慎，反受其害；用之得当，选取

普通的中药材，经过简单的调制，就能使症灶得到缓

解或解决，工作的成就感也会油然而生。

3

提升护理人员中医思维的路径

中医思维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医思维的

运用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提升护理人员中医思维，

唯有大量地阅读中医经典，温习传统文化，熟悉中

医思维， 通过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观察学习，

临床实践中点点滴滴的感悟积累，才能真正做到中

医思维运用的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3.1

从经典中 “感悟” 中医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

晶，是古人辨证论治的精髓所在。 《内经》《难经》《伤

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中，不但系统阐述了

人体与疾病等方面的医学知识，而且蕴涵着大量有

关整体观念、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和社

会人文知识

[4]

。 中医护理人员对中医经典的熟悉和

把握，决定了其对中医思维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要

想具备一些中医真功夫，长期的熟读、背诵经典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提高中医理论修养、实践临

证水平的必由之路。 因此，每位护理人员，特别是中

医护理人员在工作之余，多读多背中医经典大有裨

益，并且要在阅读背诵过程中，做到既要背其文，也

要明其义，既要学理论学操作，更要思辩证悟方法。

3.2

从生活中 “思索” 中医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

活，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一个中医人的医

护水平，既取决于个人的天赋、素养，还取决于其掌

握知识的综合性、系统性，包括对所处环境、周边事

物微观变化的观察和认知。 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留心观察，善于思辨，处处隐藏着中医思维，处

处蕴含着中医理念，处处可学到中医方法。 如：高大

结实的壮汉与瘦弱苗条的女子，哪个实哪个虚？ 正

在冬泳的老人与穿羽绒服在旁观看的年轻人，哪个

热哪个寒？ 作为护理人员，在完成常规工作的同时，

要加强思考，通过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掌握中医

常识里的表与里、寒与热、虚与实的本质，思索中医

哲学理念中常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辨证深义，进而

能透过患者疾病的表象，找出事物间的关联，做到

知常达变，提高运用中医思维的灵活性、有效性。

3.3

从临床中 “积累” 医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

患者尽快康复，远离病痛。 同样一种病，中医有多种

疗法，可以针灸，可以按摩，可以运用中药，即便同

样是运用中药，照样可以开出不同的处方，也会收

到同样的效果。 因此，对于不同的患者，中医护理方

法的选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在

临床中不断观察、探索和积累。 在每次护理前，要先

辨别决定采用哪种疗法，在治疗中要密切观察不同

疗法在不同患者身上的疗效，在治疗后要善于根据

患者的反应总结思考提高。 例如：寒证者宜用温针、

艾灸、热奄包等温法；热证者宜用冰敷、四黄散外敷

等寒法；实证者宜用催吐、洗胃、灌肠等攻法；虚证

者宜用汤药、食疗、锻炼等补法。 不经过长年累月的

积累，不经过上百千次的临床实验，这些经验成效

是总结不出来的。 只有经过长期临床一线的锤炼，

护理人员才会对中医理念有精准的认识，才有可能

达到中医“望、闻、问、切”而知之的境界，也才能将

中医融入日常，在临床护理中信手拈来。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

和”的大好时机，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中医护理的需

求，就是我们每一位护理人员努力的方向。 只有灵

活辩证地运用中医思维，不断传承创新，真正发挥

独特优势，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才能更好地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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