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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学是一门有着2 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传统科学，能够经久不衰，这在自然科学史上是一个奇迹
。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现代医学的反思和对回归自然的崇尚，在世界范围内还在被重新认识和定义
。
中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技术，有许多专门的诊疗技术，可以在疾病的治疗以及保健领域起到不
可替代的作用。
护理在整个中医诊疗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中医就有“三分治疗，七分调理”的说法，治疗疾病
，除了药物外，“食养尽之”，目前的中医治疗体系现状仍然是以医生为主导，而护理人员对患者的
“调理”介入则非常欠缺。
这方面提醒我们，目前的医学院校中护理专业的中医教学思路和教材的编写理念有调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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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本（专）科护理学教育发展迅速，为市场输送了大量高层次护理人才
。
作为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护理专业都会开设中医护理学课程。
本教材充分研究了该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需求，分析了以往教材的长处和不足，对中医相关知
识进行了新的整合。
教材重视与护理相关的中医理念的灌输，尤其是与护理实践相关的中医辨证诊断知识和方药常识的介
绍。
针对专业特点，最后一章具体介绍了中医护理的理念和传统中医调护方法，内容力求丰富、有效、实
用。
　　本书作者均为长期从事医学院校中医护理教育的专家和年轻学者。
本着重视基本理论、突出基本知识、强调基本技能的原则编写了本教材。
体例方面，更多地运用图表，并首次在中医教材中运用了思维导图的表达方式总结基本概念。
这些都是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医药院校本科（专科）护理学相关专业的中医护理课程教学，对于希望了解掌
握中医家庭护理常识的一般读者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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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中医药学历史沿革　　中医学源远流长，他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充分
吸收了同时代的科技文化成果，有着鲜明的人文特色，其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
古代医护一体，中医护理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中医理论和实际体系之中。
　　一、中医药学的起源　　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躲避寒冷、觅食充饥，有了最简单的劳动。
在逃避敌害追逐，与野兽搏斗或在部落战争中，常有外伤发生。
对负伤部位本能的抚摸、按压就是最早的按摩止痛术和止血术；以泥土、树叶、草茎涂裹创伤，久而
久之产生了外治法和护理；打磨劳动工具，使用锋利的砭石切开脓疱，这就是外科的雏形；石针、骨
针刺激某一疼痛部位，也就成了针术的萌芽。
总之，人类自助救护行为是中医药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始点之一。
火的发现与使用，使人类由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的文明阶段，并促进了大脑发育。
作为一种治疗与调护手段，用火烤石片温灸疼痛之处，点燃树枝、草根进行局部灸，逐渐形成了“熨
法”和“灸法”。
采集植物根茎、果实、花叶充饥，无意中解除了某些痛苦，而有的则出现呕吐、腹泻乃至昏迷或死亡
。
经过无数次反复实践，发现了许多草药。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我国药物起源于植物为多，故称“草药”、“本草”。
陶器的发明及应用，为多种药物组成复方并煎熬成汤液创造了条件，因此古书记载“伊尹始创汤液”
，是汤液剂型的鼻祖。
　　中国医药学起源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长期为生存、生活与疾病作斗争反复实践的创造史，是在
劳动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二、中医药学的发展　　人类自身智能的发展，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带动社会经济和文明进步
。
医疗行为逐渐由生存救护发展到有意识、有目的乃至有组织的主动性活动，由单一的经验积累逐步升
华到知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跨越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医药学独特
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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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护理学》适用于高等医药院校本科（专科）护理学相关专业的中医护理课程教学，对于希
望了解掌握中医家庭护理常识的一般读者也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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