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护理·

试论中医辨证思维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00913)　李艳霞

　　随着社会的进步, 临床护理工作为适应时代的

需要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过去, 传统护理模式

是以疾病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疾病本身开展。这

种方式现已逐渐被以病人为中心、现代护理观为指

导、护理程序为基础,以及根据患者的身心、社会、文

化需求提供适合个人的最佳护理这一整体护理观念

所取代。

如何使护理工作适合每个患者的需求, 这就要

让我们了解、分析各人的情况而分别制定护理原则。

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 我们运用中医理论中的

辨证方法指导临床护理工作,对患者疾病的康复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将工作中积累的一点关于辩证

施护的粗浅体会和经验作一小结,不当之处, 望同道

予以批评指正。

首先应分析患者之证候, 根据中医理论辨明患

者疾病之寒热虚实表里, 一方面可针对具体情况采

用相应的原则与措施, 另一方面, 可及时观察病情,

向医生反馈, 以协助治疗。

同为发热, 若患者恶寒肢冷, 即为表证未解, 可

嘱其多饮水, 或酌情于服药后用流质(热)以发汗解

表; 如患者烦躁、大汗, 或见大便数日未行, 即为里实

证, 可采取物理降温、通便泄热等措施,以期缓解症

状。

如见患者年龄偏大,有气短、乏力、畏寒、肢冷等

症, 应考虚其阳气虚衰。在护理中, 我们应积极及时

地向患者及家属做好宣教工作。建议在饮食上可多

吃一些助阳之品如羊肉等,或其他药膳, 应强调饮食

宜温热,即使是夏天也不应贪凉以免进一步损伤阳

气,反助阴寒之邪。在冬季及初春穿衣要保暖, 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平时注意室内温度及空气流通。做

到与治疗原则相呼应。

如患者失眠,胁肋疼痛, 烦躁不宁或精神抑郁,

一般多由情志不舒导致气滞血瘀而发病。我们应要

求病人起居有时, 适当运动。向患者提倡学习中医

传统内养气功来调节气血,消除烦躁, 保证睡眠。在

饮食上注意不吃生饮冷油腻, 以保证气血的畅通。

积极动员其参与到其他病人的活动中去, 使其从不

良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在生活上对这部分患

者多予关心照顾,让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从而

促进疾病的康复。

形体肥胖的患者一般多身重乏力,消化不良,按

中医辨证求因角度来分析,多因其脾失健运,无力运

化水湿, 造成痰浊中阻所致。这些患者平时多有饮

食不节,如恣食肥甘厚味、饥饱无常、或暴饮暴食等。

我们必须加以严格护理,戒除其不良饮食习惯,以免

进一步损伤脾胃,加重痰湿聚集。此外, 还应鼓励患

者做适当的室外运动,避免卧床不起, 使气血得以运

行,脾胃得以健旺, 则痰除湿化。

临床各证虽不能一一尽述,但综上所述,其辨证

在整体护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所以, 我们应予掌

握中医基础理论,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机, 恰当地运用

辨证施护的原则,才能得心应手, 助求在辨证论治的

指导下进行辨证施护,以使二者成为一体 ,达到治疗

与护理的和谐统一,从而丰富临床护理的内容,为患

者的早日康复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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