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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护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中医护理事业蓬勃发展，在理论体系、临床、学术、科研、教育和人

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展，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本文回顾了中医护理的发展历程，旨在为更好地传承

和创新中医护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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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Nursing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clinical， academ⁃
ic，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CM nursing 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CM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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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中医护理从中医学中分化，

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1］。中医护理学是中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整体观

念的理念、辨证施护的方法、传统的护理技术，指

导临床护理、预防、养生、保健和康复的一门学

科［2］。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护理在疾病防治、慢

病管理、康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

回顾了中医护理的发展历程，旨在为更好地传承

和创新中医护理提供参考。

1 中医护理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相继出台多项中

医政策［3］，各地区认真做好中医古医籍中有关护

理内容的收集、整理和发掘提高工作。基于临床

实践，已经陆续编写出版中医、中西医结合方面的

护理专著。1959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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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中医护理专著—《中医护病学》，填补了中

医护理学科没有专著的空白，标志着中医护理理

论体系的正式形成［4］。20世纪 80年代后，通过举

办全国性的中医护理理论提高班和开展各类学术

活动，全国中医院掀起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医护理

的热潮，中医护理学专著相继出版，如《中医基础

护理学》、《中医辨证护理学》、《实用中医护理指

南》、《中医护理古籍汇要》、《中医内妇儿科护理

学》、《中医心理护理学》及《中医标准护理计划》

等。中医护理学专著的多点开花，充分表明中医

护理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中医护理学作

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正在不断成熟并逐

步丰富和完善。

2 中医临床护理标准化、规范化 

经过较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中医临床护理已

经总结出一套理论到临床实践的辨证施护方法和

具有中医特色的操作技术，如：针灸、推拿、火罐、

穴位按压、中药熏洗、坐浴、药熨等，临床效果显

著，中医临床护理正在逐步规范化发展。

2. 1　行业规范制定　

1984 年卫生部中医司组织湖南、北京、南京

的护理专家编写《中医护理常规和技术操作规

程》，对中医护理提出了初步的规范和要求。1992
年和 1999 年分别做了两次修订。2003 年 4 月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

护理分会专家再次对 1999年版本进行修订，2006
年 12 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发布。《中医护

理常规技术操作规程》基本是按照行业标准思路、

规则、结构编写的，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护理工

作向行业标准化管理迈出了新的一步，为全国中

医医院护理工作规范化管理奠定了基础［4］。2013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引发中风等 13个

病种中医护理方案（试行）的通知》［5］，起到了发挥

中医护理特色优势，提高中医护理效果，规范中医

护理行为的效果。

2. 2　护理文件书写方面　

护理文件书写按《中医护理文件书写规范》执

行，并制订出中医护理病历的考核评分标准。

2. 3　临床护理发展模式　

功能制护理向责任制护理转变，中医护理坚

持辨证施护为主体，强调“辨证分型”提出护理问

题，通过饮食护理、中医护理技术丰富中医护理内

容，已然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新型责任制护理模

式［6］。“十三五”期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了

“一证一品”特色护理专科示范病房建设项目，开

展辨证施护和中医特色专科护理，建立了“中医医

护一体化”及“中医人文关怀”的服务模式，形成脑

病、风湿、骨伤、眼科、脾胃、皮肤疮疡等 14个中医

护理品牌，实现“病与证”、“施治与施护”、“中医药

与中医护理”的有机结合［7］。

3 中医学术发展 

1978年前，全国各地中医院在护理方面的学

术交流较少，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实施和积累经

验进展相当缓慢。1983 年中华护理学会第十九

次理事会上决定增设中医、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

委员会，中医护理学术活动开展活跃且颇有成效。

1984年 6月 18日至 23日，南京市召开首届中医、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术会议。1985年，北京举办首

次全国中医护理理论提高学习班，邀请中医和护

理专家讲课。198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南

宁召开第二次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护理学术会，

出席会议代表 171名。同年 3月 20日至 27日，北

京召开首界中美护理学术会议。同年 7 月，在北

京举办了第二期全国中医护理理论提高学习班，

学员 84 人。1987 年 6 月 15 日至 21 日，大连市召

开首次辨证施护研讨会。同年，第三期中医护理

理论提高班在北京举办，学员 68人。1991年 5月

7日至 10日，全国首届中医护理工作会议在北京

隆重召开，同时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首

次中医护理专业工作会议。1989年至 1995年，相

继开展了中日护理学术会、国际护理学术会和海

峡两岸（港、澳、台）学术会。近几年来，中医护理

学日益受到国际护理界的瞩目，许多国家的护理

代表团先后来我国参观或考察，中医护理的影响

越来越国际化。

4 中医护理教育和人才培养 

4. 1　中医护理教育体系　

中医护理教育是自 50 年代后期随着落实党

的中医政策，全国各地大力开展中医事业，为了适

应中医护理工作的需要，而开始举办的。1956
年，卫生部和高教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

中医学院，培养具有研究、教学、医疗工作能力的

高级中医人才。1958至 1959年，南京和北京先后

开办中医护士学校。1959 年江西中医学院开办

“中医护理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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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中医护

理专业高等教育首开历史先河，于 1985年在全国

率先成立了中医护理系，开始招收中医护理专业

大专生。1999 年我国首届中医护理本科在广州

中医药大学招生，从而揭开了中医护理高等教育

新的一页。2003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招收首届中

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2009年南京中医

药大学护理学院首次成为全国中西医结合护理专

业博士点，开始招收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博士研

究生，从而形成了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完整的中医护理正式教育体系，标志着中

医护理完整教育体系的正式形成［4］。

4. 2　中医护理人才培养　

2015 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连续多年开展

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向全国推广中

医护理特色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护理

骨干人才。

2016年 5月 12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第

一批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成立“王敏中医护理传

承工作室”、“桂梅芬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冯运

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2022 年 5 月 12 日，启

动第二批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成立“郑萍中医护

理传承工作室”、“张素秋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

“郭海玲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以师承的方式培

养护理人才，选拔优秀护士组织护理传承团队。

开展中医护理门诊，培养出诊护理人员。中

医护理门诊是一种高级护理实践模式，开设中医

护理门诊能够满足患者多元化的健康需求［8］。

1997 年首个护理咨询门诊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成

立。中医护理门诊是护理门诊的重要分支，由出

诊护士采用中医基础理论评估就诊者，随后制订

个体化中医护理方案，如中医护理健康指导、中医

特色护理技术等［9］。2006 年广东省中医院针对糖

尿病、高血压、中风、肛肠、盆腔炎五种疾病，开设

了我国报道最早的中医护理门诊［10］。

5 中医护理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 

中医护理的发展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在发展

过程中涌现了为中医护理事业奋斗终身做出巨大

贡献的前辈，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中医护理才得到

了传承与发展。

孟锦余前辈于 1956 年跟随董建华院士由上

海进京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时任北京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中华护理

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撰写了《实

用中医护理学概论》，为中医高等护理教育奠定

基础。

张玉珍前辈 1953 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护士学

校，1958年调入北京第一所中医研究院所属的附

属医院工作，时任附属医院护士长和总护士长、中

日医院护士学校校长、北京中医学院护理专业护

理系主任等职务。张玉珍前辈参加了“西医学中

医”的培训，并多次随卫生部医疗队下乡到山西、

甘肃等地，在基层卫生单位利用“一根针” “一把

药”为群众防病治病，开展新医疗法等。张玉珍前

辈通过实践，掌握了针灸、拔火罐、刮痧、捏脊、推

拿、耳针等多种中医传统护理技术，为中西医结合

护理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58 年，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肖名

媛、廖谨言、游国秀等老师是医院首批护士，是医

院护理团队的奠基人。桂梅芬前辈是原北京中医

医院护理部主任，中华护理学会中西医结合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护理学会理事，中医中西

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 年桂梅

芬前辈办理离休手续后留院，一直工作到 1995
年。在此期间，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制定了

中医院护理评审质量标准，后作为三级中医医院

护理评审标准指导全国的中医护理评审工作。桂

梅芬前辈珍藏着个人收集的中医院建院以来的院

史材料、优秀中医护理病历模板以及八九十年代

各类中医护理相关的教材、图书，对于汇集整理中

医护理病历，弘扬中医文化，传承中医护理学，培

养传承人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敏前辈、单南英前辈、周之勤前辈，参与了

中医院护理队伍的建设与管理，成为中医护理的

管理者，是中医护理的领路人。

常立身前辈是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护

理部主任，全国优秀中医护理工作者。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带领张淑良、景俊英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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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俊英前辈 1958 年从护士学

校毕业，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护理专家，其

在 1990年发表的《活血散结膏治疗肌注射后硬结

实验研究》获得“中华护理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许还珠前辈是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护

理部主任，作为中医护理专家“名利场中甘无我，

知行道上不让人！”许还珠前辈的职业信念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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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激励、感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西苑医院中医

护理人。

冯运华前辈是原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护

理部主任。曾任中华护理学会第 24届副理事长、

第 25届秘书长、中华护理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护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护理杂志》副总主

编、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护理分会主任委员、北京

市北京地区中医护理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期间，冯运华前辈总结

SARS患者可能出现的 11项护理问题和可能采取

的 125项护理措施，对提高 SARS患者生命质量、

提高治愈率方面有重要意义，获得“中华中医药学

会科技进步三等奖”，对完善中医护理理论体系、

推动中医护理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 小结 

中医护理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有着“简、

便、廉、验”的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医护理的优势将会得

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其服务人类健康的功能将得

到更大程度的发挥［11］。中医护理事业的发展，是

传承与发展创新之路，在传承中创新，不断发挥中

医护理特有的优势［12］。传承创新发展中医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13］。中医护理人将会沿着前

辈的足迹，将中医护理这颗璀璨的国宝传承并发

扬光大，不仅是学术思想和技术，更要传承文化精

髓，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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