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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日益
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
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
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
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
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本套教材编排新颖，版式紧凑，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每章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学，告知
学生本章需要掌握的内容和重点难点，以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有目的地学习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具
体教学内容，力求体现科学性、适用性和易读性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复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复习，其
中选择题和判断题的参考答案附于书后。
本套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为护理学专业的高起本、高起专和专升本三个层次的学生。
其中，对高起本和专升本层次的学习要求相同，对高起专层次的学习要求在每章导学部分予以说明。
本套教材中的一些基础课程也适用于其他相关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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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护理学基础》主要内容简介：近年来，随着护理学专业的迅速发展，全日制护理学专业教
材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教材体系日益完善，品种迅速增多，质量逐渐提高。
然而，针对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专业，能够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方便学生自学的
教材，可供选择的并不多。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精神，为了进一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护理
学专业教材的质量，更好地把握21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护理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向，以中国医科
大学为主，聘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沈阳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本套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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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扶正，就是运用扶助正气的各种治疗与护理手段，如药物、食疗、锻炼、精神调理等方法，增
强患者体质，增强抗病能力，适用于以正虚为主的患者。
临床可根据患者情况，分别运用益气、扶阳、补血、滋阴等治法。
例如阳虚患者多怕冷，护理时应注意尽量安排在向阳温暖的房间，嘱患者加衣、避风寒，嘱其饮食宜
温热，忌生冷寒凉之品。
祛邪，就是运用某些治疗及护理手段，祛除邪气，以达到恢复正气的目的，适用于以邪实为主的患者
。
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可用解表、攻下、破血、利水等方法。
例如风寒表证患者，宜辛温解表，护理上可服姜糖水等加强解表功能，药物宜温热服。
临床应用过程中必须先分析正邪盛衰情况，分别予以扶正、祛邪或扶正祛邪并举的方法。
一般来说，扶正法适用于正虚而无外邪者，祛邪法适用于有邪而正虚不显著者。
扶正祛邪并举的方法，适用于正虚邪实的病证，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遵循“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
”的原则。
三、调整阴阳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阴阳偏盛偏衰所致。
因此，在治疗和护理疾病时，应调整阴阳，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才能使疾病痊愈。
（一）损其有余损其有余是针对阴或阳的一方过盛有余的病证。
如阳热亢盛的实热证，用“热者寒之”的方法，以清泻其阳热。
护理措施可根据患者情况安排环境凉爽的病室，给凉性食物，汤药凉服等。
（二）补其不足补其不足是针对阴或阳一方虚损不足的病证。
如对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病证，分别采用滋阴、补阳、阴阳双补的方法以补其不足。
如阴虚的患者常表现为虚热证，则应滋阴制阳，护理措施是保持病室凉爽通风，给予滋阴降火的饮食
。
在阴阳偏盛偏衰的疾病过程中，一方的偏盛偏衰，亦可导致另一方的相对有余或不足，因此在损其有
余、补其不足的同时，还要兼顾另一方面，以免造成新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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