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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程序是 8: 世纪 ?: 年代开始提出，@: 年代

中期形成的一种工作方法，A: 年代中期进入我国，

开始为部分护理专业人士和在校护生学习和使用。

到 ;: 年代中期，由于整体护理的广泛开展，进一步

引起了广大护理专业人员的关注和研究。而中医学

理论与整体护理观有着十分相似的内涵，如何结合

中医学理论，把护理程序运用到中医护理中去，创

建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护理，成为中医护理发展的重

要内容之一。

! 护理程序的特点

由 于 护 理 程 序 提 倡 现 代 护 理 观 指 导 下 的 以

“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要求全面评估“人”的身、

心、社会文化、精神和发展，同时，由于现代护理学

中对“人”、“健康”、“环境”与“护理”这 B 个基本概

念有了更新、更明确的框释。因此，临床工作中在现

代护理新概念指导下使用护理程序不仅拓宽了护

理工作的范畴，又使护士和医生一道成为促进人类

健康的重要力量。而中医从辨证论治的理论特点，

早就重视“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基本观点。中医辨

别、诊治疾病是通过“证”这一基本点进行的，这与

以“病”为基本点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说明“以证

为中心”的中医学理论，重视“人”的生理、心理及环

境等多方面因素。在这一点上中医的理论与整体护

理观是不谋而合的。

护理程序运用到中医护理中去，不仅需要护士

具备独立判断与护理的能力、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沟通交流技巧，还要求能够熟练应用“四诊”

的方法全面收集病人的资料、症状、体征，应用八纲

辨 证 、脏 腑 辨 证 、病 因 辨 证 等 方 法 ，辨 清 疾 病 的 病

因、性质、部位及邪正之间的关系，进行辨证施护。

注重“人”、“病”、“证”9 者的辩证关系，强调因人而

异的特殊性，根据不同的“证”合理应用扶正祛邪，

同病异护，异病同护，因人、因地制宜，体现中医护

理特色。这就对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护理程序的不断发展

护理作为一个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独立专业，必

须具备自己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和系统化与标准

化的服务方法。C;?? 年 D’(( 首先提出护理是一个过

程的看法，C;E@ 年 F$%’ 和 G’(05 正式提出护理程

序具有 B 个步骤：评估、计划、实施与评价；在护理

程序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护理专家还提出了不同的

看法。C;AC 年 H#2 将护理程序定为 E 个步骤，即：一

级评估I评估行为J、二级评估I评估影响因素J、护理

诊断、制定护理目标、选择护理措施与评价：C;A8 年

>/$K’& 认为护理程序分 9 个步骤：护理诊断、护理

目标与护理成果；C;A? 年 L%/K 又提出的护理程序

包含 9 个步骤的观点。可见，虽然各个护理理论学

家以不同的视角解释护理程序，但基本上与美国护

理学会最先提出的护理程序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并

且正是由于她们的研究，使护理程序得到不断丰

富、完善和发展。

中医整体护理观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体，强调

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分重视环境、情

绪对疾病的影响，强调病人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出

现不同证候时应得到相应的护理，具有决策、反馈、

动态的功能。因此中西医护理程序是一致的。如何

以中西医护理理论之特长为指导，以中医辨证施护

为内涵，实现中西医护理的最佳组合，是发展中医

护理程序的方向。

# 中医应用护理程序的困难与对策

我国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整体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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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施整体护理就要求使用护理程序。在中医护理

中使用护理程序关键有两点：熟悉护理学基本概念

与中医护理理论。

!"# 护理学的基本概念 包括：人、健康、环境和护

理，其核心为人。

!"#"# 护理学中的人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拥

有着各种基本需要、不断地成长和发展的、拥有自

我概念的整体。每一个相关护理理论都从不同的角

度认识人，人被认为是具有不同自我料理能力的整

体?@%/A 自理模式B、有适应能力的系统?C#2 适应模

式B和由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生长发育和精神信仰

组成的，不断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系统?>$A’& 系统

模式B，等等。对这些内容的认识、理解也就构成了对

护理对象的评估，构成了护理程序的基础。

!"#"$ 作为基本概念，现代护理学及上述各种护理

理论对健康、环境和护理也都从不同角度作出了符

合专业需求的解释。只有把握这些基本概念，才能

全面评估致病因素，正确认识护理对象的健康水

平，不断发展护理专业。

!"$ 熟悉和掌握中医护理的基础理论，通过中医的

“四诊”获得病人的大量资料有中医特色的护理诊

断，进行辨证施护。

% 护理程序在中医护理应用中的缺陷

北美护理诊断学会?>D>EDB已经建立了相对完

善的护理诊断形成程序，至 F;;G 年第 F9 次会议为

止护理诊断增加为 FHG 个，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护

理诊断来自中国，我国绝大多数护士对此缺乏了

解，因此即使她们已经开始使用护理程序，提出护

理诊断，很有可能出现各种错误，尤其是不善于把

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等方

面的护理诊断。另外，一些专业书籍也缺乏对护理

诊断的推敲。一本书一种描述，很容易造成护理人

员认识和使用上的混乱。而中医护理诊断与国际通

用的标准护理诊断又有一定的区别，它是按照中医

辨证理论的基本特点来拟订的。是对病人生活起

居、气候环境、饮食、情志、家庭及社会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下，所致的气血阴阳失调，导致脏腑功能紊

乱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如何将国际通用的护理诊

断与中医护理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护理程序

“中医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医护理如何进行“四

诊—辨证—施护—评价”的中医特色的护理程序，

是中医护理的发展方向。

中医护理人员的知识缺乏。护理学作为一门年

轻的学科正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中，特别是护理程

序中有很多内容在不断的发展，需要及时更新和接

受新的知识。同时中医护理人员绝大部分是西医护

理专业的毕业生，对中医基础理论一窍不通，不知

如何书写中医护理病历。因此，不断更新护理新知

识、新理论，加强中医护理的基础理论，使中医护理

人员能取中西医护理之长，融汇贯通应用，是决定

整体护理水平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中医护理中如何使用护

理程序、提出有中医特色的护理诊断、进行辨证施

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把护理程序运用到中

医护理中去，使中医护理与国际接轨，鲜明地体现

中国特色的护理程序，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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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编辑部出版全国第一部中医药非典专辑
《天津中医药》编辑部从防控非典战斗一开始，就认真收集相关资料，一直和战斗在隔离区一线的医护人员保持电话联系，

随时记录下他们宝贵的经验，并组织了天津市有关中医药学专家研讨，起草了天津地区中医药防控非典的技术方案。根据防治

非典隔离区一线医护人员的迫切要求，为满足中医药工作者、在校学生对防治非典知识的学习和了解，在五·一期间，编辑部工

作人员，连续奋战 L8 5，将非典诊断标准与治疗方案、防治经验、来自一线的报告、专家支招、治疗非典常用的中西药物、理论研

讨等相关资料汇编成非典专辑，成为全国第一部中医药非典专辑。

非典专辑出版后，送给了北京、天津防治非典隔离区一线，并邮寄给了发生非典疫情的 8M 个省市卫生厅局，请代为转给非

典前线的医护人员，供他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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