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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护理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在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护理部在调查和总结以往护理常规质量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对《临床护理常
规》提出了新一轮规划与修订原则：①体现“三基五性”的原则，“三基”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五性”即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
②力求做到“4个适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群健康需求变化，护理的对象从患者延伸到“人的
健康”；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内容体现“新”；适应医学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内容的选择和构建从
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体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整体护理观为指导，以
护理程序为主线”；适应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③注重整体优化，处理好不同内容的联系与衔接，尽可能避免遗漏和不必要的重复。
本书涵盖内科、外科、手外科、神经外科、骨科、运动医学科、急重症科、皮肤科、妇产科等，由我
院多年从事护理工作的专家，结合国内外医疗技术新进展、现代医院发展新要求，经认真讨论和总结
编写而成。
编写过程中，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条目简明扼要。
对各科一般护理常规、各种疾病护理常规、特殊症状护理、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都有详尽的管理规
定，使其成为临床工作和护理教学活动遵循的规范和标准。
根据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JCI）医院评审标准，秉承JCI认证宗旨，此次编写的《临床
护理常规》尤为注重结合临床护理现状，全面阐述各临床科室护理常规、特殊检查与治疗的护理。
本书不仅阐述各种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而且着重介绍强调护理要点和包括疼痛、压疮、跌倒护理等
的健康教育，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
在内容的取舍上，尽量做到轻重有度、详略得当，以“认识疾病”为前提，以“研究患者护理”为主
体。
希望通过采用国际认可的标准和指标不断提高护理质量，并通过提供世界范围内的JCI认证服务来提高
护理服务质量。
本书编写得到我院领导的具体指导，得到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各科室主任的支持与指导；编写
者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教材和书籍。
在此，谨向有关人员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和水平有限，可能存在许多不足，衷心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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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护理常规》涵盖内科、外科、手外科、神经外科、骨科、运动医学科、急重症科、皮肤科
、妇产科等，由我院多年从事护理工作的专家，结合国内外医疗技术新进展、现代医院发展新要求，
经认真讨论和总结编写而成。
编写过程中，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条目简明扼要。
对各科一般护理常规、各种疾病护理常规、特殊症状护理、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都有详尽的管理规
定，使其成为临床工作和护理教学活动遵循的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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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综合征（皮质醇增多综合征）第七节 尿崩症第八节 高钙血症第九节 垂体功能减退症第十节 嗜铬细
胞瘤第三十章 神经系统疾病护理第一节 神经系统疾病一般护理第二节 癫第三节 出血性脑血管病第四
节 缺血性脑血管病第五节 脊髓疾病第六节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第七节 周围神经病第八节 运动障
碍疾病第九节 自主神经系统疾病第十节 肌病第十一节 遗传病、变性病第十二节 脱髓鞘疾病第十三节 
颅内占位病变第十四节 痴呆第十五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三十一章 肿瘤护理第一节 化疗护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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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护理第一节 传染病一般护理第二节 病毒性肝炎第三节 流行性出血热第四节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第
五节 流行性腮腺炎第六节 麻疹第七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第八节 破伤风第九节 艾滋病第十节 狂犬病第十
一节 伤寒第十二节 细菌性痢疾第十三节 甲型H1N1流感第十四节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第三十五章 结
缔组织疾病及风湿性疾病护理第一节 结缔组织疾病及风湿性疾病一般护理第二节 系统性红斑狼疮第
三节 强直性脊柱炎第四节 硬皮病第五节 皮肌炎第六节 多发性肌炎第七节 干燥综合征第八节 类风湿关
节 炎第三十六章 皮肤科护理第一节 皮肤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带状疱疹第三节 光感性皮肤病第四节 药疹
第五节 荨麻疹第六节 浅部真菌病第七节 疥疮第八节 接触性皮炎、湿疹第九节 银屑病第十节 水疱大疱
性皮肤病第十一节 性传播性皮肤病第十二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三十七章 中医内科护理第一节 
中医内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风温第三节 消渴第四节 水肿第三十八章 麻醉后护理第一节 全身麻醉第二节 
椎管内麻醉第三节 神经阻滞麻醉第四节 局部麻醉第三十九章 外科一般护理第四十章 普外科护理第一
节 普外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腹腔镜一般护理第三节 甲状腺疾病第四节 乳房肿瘤第五节 胃十二指肠疾病
第六节 结直肠癌第七节 阑尾炎第八节 肛管疾病第九节 肠梗阻第十节 肝癌第十一节 胆囊结石、胆囊炎
第十二节 急性胆管炎第十三节 门静脉高压症第十四节 胰腺疾病第十五节 腹股沟疝第十六节 肝移植第
十七节 腹主动脉瘤第十八节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介入术第十九节 大隐静脉曲
张第二十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一章 神经外科护理第一节 神经外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幕上肿
瘤第三节 垂体瘤第四节 幕下肿瘤第五节 脊髓肿瘤第六节 脑血管疾病第七节 动脉瘤第八节 脑积水第九
节 颅内血肿第十节 颅骨缺损第十一节 专科护理第十二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二章 骨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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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骨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锁骨骨折第三节 肱骨外科颈骨折第四节 桡骨远端骨折第五节 股骨颈骨折
第六节 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第七节 骨盆骨折第八节 膝关节 骨性关节 炎第九节 髌骨骨折第十节 胫腓骨
干骨折第十一节 踝关节 骨折第十二节 马蹄足第十三节 外翻第十四节 颈椎病第十五节 腰椎间盘突出症
第十六节 脊柱侧弯第十七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三章 运动医学科护理第一节 运动医学科一
般护理第二节 肩关节 上盂唇从前到后损伤第三节 肩峰下撞击综合征第四节 肩袖损伤（部分厚度损伤
与全厚损伤）第五节 冻结肩第六节 肘关节 创伤性滑膜炎第七节 股骨头髋臼撞击综合征第八节 臀肌挛
缩症第九节 髋臼盂唇损伤第十节 膝关节 半月板损伤第十一节 膝关节 前交叉韧带断裂第十二节 膝关节
后交叉韧带断裂第十三节 膝关节 内侧副韧带损伤第十四节 膝关节 外侧副韧带损伤第十五节 跟腱断裂
第十六节 踝关节 不稳第四十四章 泌尿外科护理第一节 泌尿外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良性前列腺增生第三
节 前列腺癌第四节 膀胱肿瘤第五节 肾、输尿管结石第六节 膀胱结石第七节 肾肿瘤第八节 肾盂、输尿
管肿瘤第九节 肾囊肿第十节 肾结核第十一节 肾损伤第十二节 肾移植第十三节 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
第十四节 嗜铬细胞瘤第十五节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第十六节 库欣综合征（皮质醇增多综合征）第十
七节 阴茎癌第十八节 睾丸肿瘤第十九节 包茎、包皮过长第二十节 尿道下裂第二十一节 尖锐湿疣第二
十二节 精索静脉曲张第二十三节 睾丸鞘膜积液第二十四节 压力性尿失禁第二十五节 尿道肉阜第二十
六节 阴囊Paget病第二十七节 隐睾第二十八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五章 心胸外科护理第一节 
心胸外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食管癌第三节 肺癌第四节 胸腺瘤第五节 气胸第六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第七节 风湿性心脏病第八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六章 手外科护理第一节 手外科一般护
理第二节 臂丛神经损伤第三节 分娩性臂丛神经损伤第四节 上肢其他主要神经损伤第五节 上肢神经卡
压第六节 断肢（指）再植第七节 截肢第八节 手部外伤第九节 皮瓣移植第十节 手部肿瘤第十一节 常见
先天性手畸形第十二节 手部肌腱损伤及粘连第四十七章 颌面外科护理第一节 颌面外科一般护理第二
节 软组织感染（炎症）第三节 软组织肿瘤（良性肿瘤）第四节 软组织肿瘤（恶性肿瘤）第五节 耳后
及颈部肿块第六节 头面部外伤第四十八章 烧伤科护理第一节 烧伤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电烧伤第三节 热
挤压伤第四节 化学烧伤第五节 冷伤第六节 吸入性损伤第七节 头面部烧伤第八节 手部烧伤第九节 骨、
关节 烧伤第十节 会阴部烧伤第十一节 小儿烧伤第十二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四十九章 产科护理
第一节 产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正常分娩第三节 剖宫产术第四节 正常产褥期第五节 异常产褥期第六节 妊
娠病理及并发症第七节 分娩期并发症第五十章 妇科护理第一节 妇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急性盆腔炎第三
节 异位妊娠第四节 葡萄胎第五节 绒癌第六节 月经失调第七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五十一章 儿科
一般护理第五十二章 小儿高热第五十三章 小儿肺炎第五十四章 高热惊厥第五十五章 婴儿腹泻第五十
六章 化脓性脑膜炎第五十七章 婴幼儿外科护理特点第五十八章 小儿外科护理第五十九章 眼科护理第
一节 眼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眼眶内容物（取出术）第三节 青光眼第四节 白内障第五节 视网膜剥脱第六
节 角膜溃疡第七节 视神经炎第六十章 耳鼻喉科护理第一节 耳鼻喉科一般护理第二节 腮腺肿块第三节 
鼻窦炎第四节 鼻面部基底细胞癌第五节 扁桃体炎第六节 舌癌第七节 喉癌第八节 声带息肉第六十一章 
急救护理第一节 创伤第二节 休克第三节 晕厥第四节 癫第五节 窒息第六节 烧伤第七节 颅脑外伤第八
节 多发性创伤第九节 急性腹痛第十节 上消化道出血第十一节 急性肾绞痛第十二节 急性心肌梗死第十
三节 自发性气胸第十四节 急性支气管哮喘第十五节 咯血第十六节 呼吸衰竭第十七节 酮症酸中毒第十
八节 低血糖第十九节 中暑第二十节 电击伤第二十一节 淹溺第二十二节 蛇咬伤第二十三节 急性中毒第
六十二章 重症监护护理第一节 重症监护一般护理第二节 多发伤第三节 多脏器功能衰竭第四节 挤压综
合征第五节 多重耐药菌感染第六节 常用诊疗技术护理配合第三篇 特殊科室第六十三章 手术室管理制
度第一节 参观制度第二节 手术人员进出管理制度第三节 接送手术患者制度第四节 手术查对制度第五
节 差错事故防范措施制度第六节 手术室访视制度第七节 病理标本管理制度第八节 层流系统管理制度
第六十四章 手术室常规操作与无菌技术第一节 手术室消毒灭菌规则第二节 无菌操作技术第三节 手术
室洗手法第四节 穿无菌手术衣第五节 戴无菌手套第六节 无菌器械台铺置法第七节 常用手术体位第八
节 清洁消毒灭菌制度第九节 灭菌监测管理制度第六十五章 手术器械的使用与维护第一节 手术器械仪
器设备使用和维护第二节 手术室材料保管制度第三节 医疗设备维修制度第四节 手术物品准备和使用
第六十六章 消毒供应中心管理制度第一节 布局与设施第二节 参观制度第三节 消毒隔离制度第四节 无
菌物品管理制度第五节 查对制度第六节 安全管理制度第七节 质量管理制度第八节 工作区域管理制度
第六十七章 消毒供应中心常规操作与无菌技术第一节 手工清洗操作法第二节 无菌包包装法第三节 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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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物品操作法第四节 高压蒸汽灭菌器操作步骤第五节 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的防护第六十八章 仪器
的使用与维护第六十九章 内镜室管理制度第七十章 内镜室常规操作与无菌技术第一节 电子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第二节 电子胃镜检查第三节 电子肠镜检查第四节 内镜无菌技术第七十一章 内镜器械及附件
的使用与维护第七十二章 血液净化室管理制度第一节 血液净化室设施要求第二节 消毒隔离制度第三
节 血液净化室院内感染控制监测制度第四节 透析液管理制度第五节 腹膜透析室管理第七十三章 血液
净化的常规操作与无菌技术第一节 血液透析第二节 血浆置换第三节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第四节 肝素
体外诱导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α）纤维蛋白原沉淀分离系统第五节 腹膜透析第六节 血液净化的常
规操作第七十四章 仪器的使用与维护第一节 血液净化相关仪器第二节 血透机第三节 HELP机器
、CRRT机器第四节 水处理系统第七十五章 急诊管理制度第一节 急诊预检分诊制度第二节 首诊负责制
度第三节 急危重伤患者抢救制度第四节 急诊抢救室制度第五节 急诊监护室制度第六节 急诊留观室制
度第七节 急诊清创室制度第八节 重大灾害性事件应对制度第九节 集体中毒应对制度第十节 涉及法律
问题的伤病员处理方法第七十六章 急诊常规操作第一节 心肺复苏术第二节 洗胃第三节 除颤第七十七
章 仪器使用与维护第七十八章 门诊管理第一节 门诊护士服务规范第二节 门诊护理工作质量标准第三
节 门诊预检分诊管理第四节 发热门诊管理第五节 肠道门诊管理第六节 门诊换药室、治疗室管理第七
节 入院处管理第八节 特需门诊管理第九节 门诊患者及家属健康教育规划第七十九章 常规操作与无菌
技术第一节 皮肤科第二节 换药和拆线第三节 眼科第四节 耳鼻喉科第五节 口腔科第六节 无菌技术第七
节 口腔科无菌技术第八十章 仪器使用与维护第一节 门诊仪器第二节 皮肤科仪器第三节 眼科仪器第四
节 口腔科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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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体组织间隙内液体积聚过多称为水肿。
液体在组织间隙内呈弥散性分布为全身性水肿，液体积聚在局部间隙内为局部性水肿。
【临床表现】1.全身性水肿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体重增加，常伴尿量减少。
因病因不同还可出现不同的临床特点。
（1）心源性水肿：主要见于右心衰竭。
水肿的特点为首先出现于身体下垂部位，可伴颈静脉怒张、肝大等体循环淤血表现，重者可发生全身
水肿，合并胸腔积液、腹水。
（2）肾源性水肿：见于各型肾炎和肾病。
水肿的特点是初为晨起眼睑与颜面部水肿，以后可发展为全身性水肿。
（3）肝源性水肿：见于失代偿期肝硬化。
水肿的特点是以腹水为主要表现，也可出现踝部水肿，逐渐向上发展，但头面部及上肢多无水肿。
（4）营养不良性水肿：多见于慢性消耗性疾病、长期营养不良、蛋白质丢失过多等所致的低蛋白血
症者。
特点为水肿多从足部开始逐渐蔓延至全身，以低垂部位显著。
水肿发生前常有消瘦和体重减轻。
（5）其他原因所致的全身性水肿：①黏液性水肿，为非凹陷性，以口唇、眼睑及下肢胫前较明显；
②经前期紧张综合征，多于经前1～2周出现眼睑、踝部及手部的轻度水肿，月经后逐渐消退；③特发
性水肿，几乎只发生于女性，水肿主要见于身体下垂部位，多于久站或劳累后出现，休息后减轻或消
失；④药物性水肿，发生多与药物所致的水、钠潴留有关。
2.局部性水肿常见有炎症性水肿、静脉性水肿、淋巴水肿，由局部炎症、肢体静脉血栓形成或栓塞性
静脉炎、上腔或下腔静脉阻塞综合征及丝虫病等所致。
【护理措施】1.活动与休息轻度水肿者需限制活动，严重水肿者及心、肝、肾功能不全伴水肿者，宜
卧床休息，以增加肝、肾血流量，有利于水肿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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