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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初级护师《中医护理学》教材变动情况汇总（24 年新增科目）

章 节 2024 教材（新增）

中医护理

学

第一节阴阳

学说

概念：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

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最初的含义是指日光的向

背，朝向日光则为阳，背向日光则为阴。

特点：①对立制约……

②互根互用……

③消长平衡……

④相互转化……

第二节五行

学说

一、五行的特性

木：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

火：具有温热、上升、光明等作用

土：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等作用

金：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作用

水：具有滋润、下行、寒凉、闭藏等作用

二、事物的五行属性归类

中医学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

或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

明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第三节脏腑

一、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

（一）五脏：心、肺、脾、肝、肾.…

（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

二、奇恒之腑

奇恒之腑，是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总称……

三、脏腑之间的关系

（1）脏与脏：①心与肺：为气和血的关系……②心与脾：为血液的

生成和运行方面的相互为用、相互协同的关系.....②心与肝：为血

液和精神情志方面的关系…….③心与肾：为水火既济、精神互用、

君相安位方面的关系…….④肺与脾：为气的生成和津液代谢方面的

关系….….⑤肺与肝：为调节人体气机升降方面的关系…….⑥肝与

脾：为饮食物的消化和血液生成、贮藏及循行两方面的关系……⑦肝

与肾：为精血互生和阴液相通两方面的关系…..⑧脾与肾：为先后天

相互资生和水液代谢方面的关系……

（2）六腑：为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废物排泄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和密

切配合的关系

（3）脏与腑：为阴阳表里的关系；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

里，脾与胃相表里，肝与胆相表里，肾与膀胱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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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气、

血、津液

一、气

（一）气的基本概念

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

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活动。

（二）气的生理功能

①推动作用……

②温熙作用……

③防御作用……

④固摄作用……

⑤气化作用……

二、血

（一）血的基本概念

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

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由脾胃运化的水谷之精微所化生。血由心

所主，藏于肝，统于脾，循行于脉中，对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具有濡

养作用，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二）血的生理作用：濡养、化神

（三）血的运行

血液运行于脉道之中，循环不已，流布全身，血……

三、津液

（一）津液的基本概念

津液是津和液的总称，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

（二）津液的代谢

（1）生成：津液来源于饮食水谷，主要与脾、胃、小肠、大肠等脏

腑的生理活动有关。胃主受纳腐熟，小肠泌别清浊，将水谷精微和

水……

（2）输布：津液的输布主要是依靠脾、肺、肾、肝和三焦等脏腑生

理功能的协调配……

（3）排泄：津液的排泄主要通过排出尿液和汗液来完成，呼气和粪

便……

（三）津液的功能：滋润濡养、充养血脉

第五节辩证

一、八纲辨证

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纲领……

（一）表里是辨别疾病部位深浅、病情轻重和病势趋向的一对纲领。

（1）表证：是六淫外邪从皮毛、口鼻侵入机体，病位浅，在肌肤的

证候，是外感病的初起阶段。具有起病急、病程短、病位浅和病情轻

的特点。

（2）里证：是泛指病变部位在内，因脏俯、气血，骨髓受病所反映

的证候。具有病程长病位深、病情复杂等特点。

（3）半表半里证：是指病邪既不在表，又未入里，介于表里之间，

表现为寒热往来，胸胁胀满，口苦咽干，心烦，欲呕，不思饮食，目

眩，舌尖红，苔黄白，脉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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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寒热寒热是辨别疾病性质的一对纲领。

（1）寒证：是机体感受寒邪，或阳虚阴盛，功能活动衰退所表现的

证候。

（2）热证：是机体感受热邪，或阳盛阴虚，功能活动亢进所表现的

证候。

（三）虚实虚实是辨别邪正盛衰的一对纲领，主要反映病变过程中人

体正气的强弱和致病邪气的盛衰。

（1）虚证：以人体正气虚弱、不足所产生的各种虚弱症候的概括。

（2）实证：反映邪气太盛，而正气尚未虚衰，邪正相争剧烈。

（四）阴阳阴阳是概括证候类别的一对纲领，是八纲辨证的总纲。

（1）阴证：为体内阳气虚衰或寒邪凝滞的症候。临床表现为精神萎

靡，面色晦暗，身寒肢冷，短气懒言，语声低微，喜静，不渴或喜热

饮，腹痛喜按，舌质淡嫩，舌苔润滑，脉沉迟细弱。

（2）阳证：为体内热邪炽盛或阳气亢盛的症候。临床表现为精神亢

奋，面色发红，身热肢温，卧喜伸展，气粗多言，语声洪亮，喜动，

舌质红绛，苔黄，脉象多洪数有力。

二、脏腑辨证

脏腑辨证，是根据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点，对通过四诊所收

集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归纳从而判断疾病所在的脏腑部位及病性的

一种辨证方法。

（一）脏病辨证

心：心血虚证、心阴虚证、心气虚证、心阳虚证、心火亢盛证、心脉

痹阻证、痰迷心窍证

肺：肺气虚证、肺阴虚证、风寒束肺证、风热犯肺证、燥邪犯肺证、

肺热壅盛证

脾：脾气虚证、脾阳虚证、脾不统血证、寒湿困脾证

肝：肝气郁结证、肝阳上亢证、肝火炽盛证、肝风内动证、肝阴虚证、

寒凝肝脉证、肝胆湿热证

肾：肾阳虚证、肾阴虚证、肾不纳气证、肾虚水泛证

（二）腑病辨证

胆：虫扰胆腑证、胆郁痰扰证

胃：胃热炽盛证、胃阴不足证

小肠：小肠虚寒证、小肠实热证、小肠气痛证

大肠：大肠湿热证、大肠液亏证

膀胱：膀胱湿热证、膀胱虚寒证

三焦：上焦病证、中焦病证、下焦病证

三、卫气营血辨证

是一种论治外感温热病的辨证方法。其将外感温热病发展过程中，不

同病理阶段所反映的证候分为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和血分证，用

以说明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轻重和传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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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防治

原则

一、预防：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二、治则：正治与反治、治标与治本、扶正与祛邪、因时因地因人制

宜

第七节中医

护理基本特

点和原则

一、中医护理基本特点

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即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要

素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辩证施护：①辩证：将四诊所收集的病情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并判断为

某种性质的证；②施护：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护理原则和方

法，制订出护理计划和具体的护理措施

二、中医护理基本原则

（一）预防为主.……

（二）护病求本

护病求本是治病求本在中医临床护理中的应用，必须寻找出疾病的本

质，针对本质进行治疗。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病情表

现与疾病本质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故有正护法与反护法……

（三）标本缓急

指分清疾病的标与本….…采用“急则护其标，缓则护其本，标本俱

急则宜标本兼护”，这是处理疾病过程中不同矛盾的灵活方法，同样

也是针对疾病的本质而言的。

（四）同病异护，异病同护

……医学特有的“同病异护”和“异病同护”。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

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方法来解决的治疗护理方法，是辨证施护的

精神实质。

（五）三因制宜

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第八节中医

护理的基本

内容

一、病情观察

（一）目的

护理人员准确地发现病情变化，掌握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到及时

发现，及早治疗，防止疾病恶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为治疗和护理

提供全面而准确的依据。

（二）主要方法及内容

（1）运用四诊的方法，收集病情资料

《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中指出：“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

言审，切以指参。”护理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运用四诊的方法，有目

的地对病情进行观察和分析，以收集病情变化的资料，从而为制定护

理计划、实施辨证护理提供依据。

（二）确定护理问题，明确护理措施

通过四诊所获得的病情资料，进行辨证分析，辨明疾病的病因、病位、

病性，提出护理问题，为辨证施护提供依据。

（三）评价护理效果，及时修订护理措施

辨证施护后观察护理效果，及时评价，修改和补充所制订的护理计划

及措施，使其能够符合病情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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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志护理

（一）原则

诚挚体贴、因人施护、怡情养性、避免刺激。护理人员应以和蔼、诚

恳的态度和同情、关怀的心情，运用科学知识来处理患者的心理反应。

（二）方法：说理开导法、释疑解惑法、宣泄解郁法、移情易性法、

以情胜情法、暗示法、顺情从欲法

三、饮食护理

（一）基本要求：饮食有节、饮食有方、合理膳食、辨证施食

（二）饮食的性味与功效

食物与药物一样，具有寒、热、温、凉之四性，辛、甘、酸、苦、咸

之五味以及升降浮沉等作用。

食物性味及功效见下表。

（三）饮食宜忌

疾病的饮食宜忌是根据病症的寒热虚实、阴阳偏盛，结合食物的五味、

四性、升降浮沉及归经等特性来加以确定的。食物的性味、功效等应

与疾病的属性相适应，否则会影响治疗结果。中医学将能引起旧疾复

发，新病增重的食物称为发物，如腥、膻、辛辣等食物，为风热证、

痰热证、斑疹疮疡患者所禁忌。

四、服药护理

（一）服药时间

（1）汤剂一般每日 1剂，煎 2次分服，两次间隔时间为 4~6 小时，

服药与进食间隔 1小时左右；

（2)对胃肠有刺激性的药物及消食药宜饭后服；

（3）补益药宜空腹服；

（4）驱虫药、攻下药宜空腹服；

（5）峻下逐水药宜晨起空腹时服；

（6）截疟药宜在疟疾发作前的两小时服用；

（7）安神药治疗失眠多梦时宜在睡前服；

（8）涩精止遗药也应晚间服；缓泻通便药宜睡前服；

（9）缓泻通便药宜睡前服。

（二）服药温度

服药温度指中药汤剂的温度或用于送服的水、酒、药汁等液体的温度。

常有温服、热服、冷服之分。

（三）服药剂量

（1）每日 1剂，视病情 2~3 次分服，每次 200~250ml。病情急重者，

可每隔 4小时左右服 1次。应用药力较强的药，如发汗药、泻下药，

服药应中病即止，避免损伤正气。呕吐患者宜小量频服。小儿等特殊

患者根据病情需要可浓煎顿服。

（2）中成药根据剂型不同及要求可给予片、丸、粒、克等单位药量

服用，小儿按要求和年龄酌情减量。

（四）服药方法

（1）一般丸剂、片剂、胶囊、滴丸等用白开水送服。祛寒药可用姜

汤送服，祛风湿药宜用黄酒送服。

（2）散剂、酊剂、膏剂、细丸以及某些贵重细料药物，不必煎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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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白开水或汤药冲服或含服。

（3）番泻叶、胖大海等容易出味的药，可用沸水浸泡后代茶饮。

（4）呕吐病人在服药前先服少量姜汁，亦可先嚼少许生姜片或橘皮，

预防呕吐。汤药应浓煎，少量多次服用。

（5）婴幼儿、危重病人，可将药调化后喂服。

（五）服药期间的观察护理

（1）观察汗出，如服解表药后应多饮热开水、热汤或稀粥，以助药

力、助发汗。

（2）观察大便，如服泻下、驱虫药后，注意观察大便的性状、颜色、

数量、气味、有无虫体的排出等。

（3）观察小便，如服排石药后要注意患者小便中有无结石排出。

（六）汤药煎煮法

（1）一般药物：容器、用水、浸泡、火候、时间

（2）特殊药物煎法

1）矿物类、介壳类如牡蛎、石膏，毒性较强的药物如附子、乌头，

泥沙多和质轻量大的药物如玉米须、灶心土先煎。

2）气味芳香类药物如薄荷、砂仁、藿香后下。

3）绒毛类、粉末类药物如辛夷、滑石粉、旋覆花用纱布包好包煎。

4）贵重药物如人参、羚羊角单味煎煮即另煎。

5）胶质类或黏性大且易溶的药物如阿胶、鹿角胶需单独加温烊化。

6）某些贵重药物、细料药物、量少的药物和汁液性药物，如三七粉、

牛黄、沉香等不需煎煮，用煎好的其他药液或开水冲服即可。

7）某些挥发性强、易出味的药物，如番泻叶、胖大海等，不宜煎煮，

泡服即可。

（七）口服中药的不良反应与处理

过敏是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如出现全身皮肤发红、癌痒、起水疱，面

部浮肿，头痛、头晕，胸闷、心慌，口腔溃疡，肾功能损害，胃肠道

症状等。一旦出现过敏，应立即停药，大部分可痊愈。

第九节常用

中医护理适

宜技术

一、耳穴压丸法（耳穴贴压）

（1)概述：是采用王不留行籽刺激耳廓上的穴位或反应点，使局部产

生热、麻、胀、痛等刺激的反应，通过经络传导，调整脏腑气血功能，

促进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一种操作方法

（2）适应证：常用于缓解各种急、慢性疾病的临床症状，如失眠、

疼痛、便秘、恶心和呕吐等

（3）禁忌证：①耳廓局部有炎症、冻疮或皮肤溃破者；②妇女妊娠

期

（4)操作流程：①核对医嘱，做好解释

②备齐用物，携至床旁

③协助患者取合理、舒适体位

④遵医嘱，观察耳部反应点，探查耳穴敏感点，确定贴压穴位

⑤用 75%酒精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消毒耳部皮肤.……

（5）注意事项：①耳穴贴压每次选择一侧耳穴，双侧耳穴轮流使用

②夏季易出汗，留置时间为 1～3天，冬季留置 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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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湿热敷法

（1）概述：是将中药煎汤或用其他溶媒浸泡，根据治疗需要选择常

温或加热，将中药浸泡的敷料敷于患处，通过疏通气机、调节气血、

平衡阴阳，达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敛止痒、控制感染、促进皮

肤愈合的一种操作方法

（2）适应证：软组织损伤，骨折临床愈合后肢体功能障碍，肩、颈、

腰腿痛，膝关节痛……

（3）禁忌证：①外伤后患处有伤口；②皮肤急性传染等

（4)操作流程：①核对医嘱，做好解释，注意保暖

②备齐用物，携至床旁，根据敷药部位，协助患者取舒适的体位…….

（5）注意事项：①将湿热敷垫与皮肤紧密贴附，尤其是颜面、耳后、

肛周等部位②湿热敷单次面积不可……

三、中药泡洗法

（1）概述：是借助泡洗时洗液的温热之力及药物本身的功效，浸洗

全身或局部皮肤，达到活血、消肿、止痛、祛瘀生新等作用的一种操

作方法

（2）适应证：外感发热、失眠、便秘、皮肤感染及中风恢复期的手

足肿胀等症状

（3）禁忌证：①心肺功能障碍；②出血性疾病患者；③孕妇

（4）操作流程：①核对医嘱，评估患者，做好解释，调节室内温度。

嘱患者排空二便②备齐用物，携至床旁。根据泡洗的部位，协助患者

取合理、舒适体位，注意保暖③将一次性……

（5）注意事项：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患者及妇女月经期间慎用②

防烫伤，糖尿病、足部皲裂患者的泡洗温度适当降低③泡洗过程中，

应…

2024 初级护师《中医护理学》教材变动情况汇总（24 年新增科目）

章 节 2024 教材（新增）

中医护理

学

第一节阴阳

学说

概念：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

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最初的含义是指日光的向

背，朝向日光则为阳，背向日光则为阴。

特点：①对立制约……

②互根互用……

③消长平衡……

④相互转化……

第二节五行

学说

一、五行的特性

木：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作用

火：具有温热、上升、光明等作用

土：具有生化、承载、受纳等作用

金：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作用

水：具有滋润、下行、寒凉、闭藏等作用

二、事物的五行属性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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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在天人相应思想的指导下，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

或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

明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