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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学》

前言

　　在湖北省卫生厅领导下，由省医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组织，并在湖北试验版全国高职高专医学
规划教材（护理专业）建设委员会指导下，我们编写了这本“湖北试验版全国高职高专医学规划教材
（护理专业）”——《中医学概论》教材。本教材的编写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关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
目标，力求做到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创新性和适用性相结合。考虑到医学专业基础学科的相通
性，本书也适用于高职高专医学其他专业。　　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注重汲取了其他各专业、各版
本中医学教材的长处和精华，围绕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培养目标，对教材内容的编排取舍进行认真构思
，力求提高教材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中医学理论博大精深，而护理专业中医课学时一般较少，学习的
侧重点也有别于其他专业，因而按照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循序渐进地组织教学，让学生掌握和了
解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是我们设计教材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基于以上原因，本教材没有效仿近年来
其他版本中医学教材按照现代护理程序等等创新方法组织内容的做法，而是按照基础理论、诊法与辨
证、药物与方剂、针灸与推拿四大模块安排章节顺序及内容，避免了理论体系的支离破碎，也增强了
其面向教师的易教性和面向学生的易学性。针对护理专业毕业生的岗位特点，在第七章中增加了养生
康复的内容，在第八章药物疗法中介绍常用中药、方剂时采用表格列举的方法进行类比，既减少了篇
幅，也易于学生理解记忆，而对方药的煎服法与护理进行了详述。考虑到内、外、妇、儿各专科具体
病证的治疗不在护理专业培养目标之列，而具体病证的中医护理方法又在前面章节涉及，故本教材没
有介绍具体病证的治疗与护理。因学生毕业后可能在基层或社区从事护理工作，故在第九章安排了针
灸与推拿等简便实用的中医治疗方法。　　2003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湖北省医学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室在武汉东湖联合召开本套教材编写会议之后，在主编的主持下，迅速成立了由湖北省医学职业教
育实力较强的5所院校教师组成的《中医学概论》编委会，4月，编委会在湖北襄樊商定了编写大纲和
目录，7月，在湖北宜昌召开了审稿定稿会议。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湖北省医学职业技术教育研
究室给予了很多指导性意见，编者所在院校高度重视并提供了很多方便。本教材从孕育到诞生，寄托
了许多院校和组织的期望，凝结了编委会全体成员的汗水和智慧。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和编写经验
有限，疏漏错讹之处恐难避免，诚望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和读者及时批评指正，以利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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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护理学（第2版），ISBN：9787040286144，作者：温茂兴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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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中医护理发展概况
二、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
第一章 阴阳、五行、精气学说
第一节 阴阳学说
一、阴阳的基本概念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节 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基本概念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精气学说
一、精气的基本概念
二、精气学说的基本内容
三、精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第二章 藏象
第一节 脏腑
一、五脏
二、六腑
三、脏腑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气、血、津液
一、气
二、血
三、津液
四、气、血、津液的相互关系
第三章 经络
第一节 经络的概念及经络系统
一、经络的概念
二、经络系统
第二节 十二经脉
一、名称及分类
二、分布循行规律
第三节 奇经八脉
第四节 经络的生理功能及应用
一、经络的生理功能
二、经络学说的应用
第四章 病因病机
第一节 病因
一、外感致病因素
二、精神致病因素
三、其他致病因素
四、继发性致病因素
第二节 病机
一、邪正斗争
二、阴阳失调
第五章 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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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望诊
一、望全身情况
二、望局部情况
三、望舌
第二节 闻诊
一、听声音
二、嗅气味
第三节 问诊
一、问寒热
二、问汗
三、问痛
四、问睡眠
五、问饮食口味
六、问二便
七、问经带
第四节 切诊
一、脉诊
二、按诊
第六章 辨证
第一节 八纲辨证
一、表里辨证
二、寒热辨证
三、虚实辨证
四、阴阳辨证
第二节 脏腑辨证
一、心与小肠病辨证
二、肺与大肠病辨证
三、脾与胃病辨证
四、肝与胆病辨证
五、肾与膀胱病辨证
六、脏腑兼病辨证
第七章 养生与治则
第一节 养生
一、养生的基本原则
二、主要养生方法
第二节 治则
一、治病求本
二、扶正祛邪
三、调整阴阳
四、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第八章 药物疗法与护理
第一节 中药方剂基本常识
一、中药基本常识
二、方剂基本常识
第二节 常用中药与方剂
一、常用中药
二、常用方剂
第三节 中药煎服法与护理
一、中药煎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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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给药规则
三、药物内服法的护理
四、药物外治法的护理
第九章 针灸疗法与护理
第一节 腧穴常识
一、腧穴的分类
二、腧穴的作用
三、腧穴的定位方法
第二节 针灸疗法
一、毫针刺法
二、灸法
第三节 常用腧穴
一、十四经脉及其常用腧穴
二、经外奇穴
第十章 其他常用中医护理技术
第一节 推拿疗法与护理
一、常用推拿手法与护理
二、推拿疗法的护理
第二节 拔罐疗法与护理
一、罐具
二、拔罐疗法
三、拔罐疗法的护理
第三节 刮痧疗法与护理
一、刮痧疗法
二、刮痧疗法的护理
附录 常用方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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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印刷技术革新后大批医药书籍得以刊印，临床医学逐步向专科发展
。1057年设立“校正医书局”，对历代重要的医籍如《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
》、《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等进行整理、考校、刊印。宋朝廷几度组织力量编著了《太平
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大型医药书。1247年宋慈所著《洗冤录》是世界
上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最早的菲德里法医学还要早350多年，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流传世
界各地，为世界法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宋代杰出的妇科专著，
至今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北宋钱仲阳（钱乙）是当时有名的儿科医师，从事儿科专业40余年，学术
造诣很深，由其弟子整理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较早的儿科学专著。　　金元时期，
出现了四大医学流派，包括：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认为病因以火热为多，在治法上强调降
火；以张子和为代表的“攻下派”，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故主张汗、吐、下法；以李东垣为代表的
“补脾派”，认为补益脾胃是治病之要，他还非常重视饮食、劳倦、情志三者的护理，认为在饮食、
劳倦、情志三者形成的内伤病中，精神因素起着先导作用；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认为病理
变化基本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提倡治疗上着重养阴。他们之间的学术争鸣，极大地促进了
医学理论的发展。元代危亦林著的《世医得效方》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及对脊柱骨折采用悬吊复位
法的记载，较之英国达维斯提出此法要早600多年，在伤科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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