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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国家对中医护理发展日益重视，不断加强对中医护理人才队伍的建

设。创新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中医护理人才培养速度、提高中医护理人才

培养质量是推进中医护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是学习继承和研究推广名老专家和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培养具有特色专长的中

医人才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本院结合自身特色，围绕“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站”

建设创新开展了一系列中医传承人才的培养工作，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取得了良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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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nursing and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nursing tal⁃
ents cultivation.  Innovating the training model of TCM nursing talents， accelerating the training 
speed of TCM nursing talen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CM nursing talent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CM nursing.  The Inheritance Studio of Famous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perts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and carrier for learning， inheriting， re⁃
searching and popularizing famous experts， academic idea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cultiv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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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CM talents with characteristic expertise.  Combined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TCM inher⁃
itance talents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Feng Yunhu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Nursing Inheritance Studio， actively explored and summarized experience，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herit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近年来国家对中医护理发展日益重视，《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中明确提出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保障措施［1］，《全国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也提出要“推

动中医护理发展”，大力开展中医护理人才培养，

促进中医护理技术创新和学科建设［2］，构建中医

护理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北京市“十三五”中医护

理 发 展 规 划（2016-2020 年）》中 的 主 要 任 务 之

一［3］，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中医护理人才队伍

的建设。师承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重要教育

方式之一，自古至今培养出很多中医药人才，推动

了中医药学的延续和发展。近年来中医药师承教

育体系不断完善，如何借鉴其经验，开展中医护理

师承也值得探讨［4］。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是发展中医药学术、传承名老中医临证经验、培养

具有特色专长的中医人才的有效载体［5］。2016 年

5 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创新性开展中医护理传承

项目，建立了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站，通过构建

中医护理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及培训体系，创新中

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通过 3 年的建设周期取得

一定成果。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成立

“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站”，制定中医护理传

承人的培养方案，取得一定成效，现总结如下。

1 中医护理传承人培养体系构建 

1. 1　确定中医护理传人的培养理念　

中医临床思维是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医者

根据自身掌握的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判断和

分析疾病本质、发病规律，制订治疗、预防疾病的

原则及处方用药过程中所表现的思维活动［6］。中

医临床思维是中医护理岗位胜任力的核心能力之

一，是确定护理诊断、制定护理方案的关键［7］。所

以作为中医护理传承人须具备中医临床思维，提

升中医辨证施护能力，因此确定以“以思维促能

力，以传承促发展”的中医护理传承人的培养理

念，以强化中医思维的培养和传承，提高中医辨证

施护能力的提升，提高中医护理人才培养质量。

1. 2　健全管理制度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

站内涵建设，成立了以主管院长、医疗处、护理部

等部门组成的专项领导小组，借鉴名老中医工作

室/站的建设经验，召开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站建设

研讨会，强化师承观念，聚焦传承人才培养，制定

“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站”的建设计划、传承

方案，认真落实项目内容，根据管理体制和制度要

求 ，各司其职 ，协同合作 ，专人负责管理 ，有效

运行。

1. 3　遴选传承人，确定传承方向　

在医院遴选 3 名德才兼备的主管护师为冯运

华教授的传承人，通过系统整理、研究名老中医学

术思想、临床经验、技术专长等结合传承人的专科

专业确定传承方向。“血瘀证”是目前中国乃至世

界较为认可的一种常见“证候”，也是众医家研究

的热点问题，具有较明确的病因病机、较一致的活

血化瘀治疗手段以及较完善的诊断标准［8］。冯运

华教授以血瘀证护理为切入点，确定了以“病证结

合护理”为研究、以骨伤疾病为抓手，开展活血化

瘀护理在专科疾病的应用研究的传承方向。

1. 4　明确中医护理传承的方法　

1. 4. 1 研读中医经典，强化基础功底：中医经典是

构建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中医药学的理论渊

源和学术精华所在，熟读与传承中医经典是培养

优 秀 中 医 青 年 人 才 的 关 键 举 措 和 重 要 经 验 之

一［9］。要提高中医临床思维能力，不仅要有扎实

的中医学的理论，还要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以及

经典医案，从中建立有效的中医临床思维［10］。冯

运华教授注重传承的教学方法，运用以启发式-
导学式-自学式为主的“三段”教学法，指导传承

人研读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结

合传承人的专业以病证结合进行中医护理诊断，

培养传承人临床思维。冯老师定期召开中医护理

传承学习讨论会，运用典型案例结合中医经典，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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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传承人对中医经典学习的兴趣，感受中医经典

的博大精深，带领传承人对中医经典进行深入学

习钻研、领悟和发掘，传承人自主学习书写读书笔

记及读经典心得体会。共完成读书笔记 123 篇，

学习经典心得体会 18 篇等。开展经典理论科学

研究“《伤寒论》护理内涵的整理与研究”获北京中

医药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立项，挖掘中医护理技术

“中药砭石热熨技术 1 项。

1. 4. 2 听名师讲座，悟精髓内涵：中医名家医德高

尚、学术渊博、经验丰富，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

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发挥中医名家的引领作用，

传承学术思想，是培养传承人才的重要方法。冯

运华教授在中医护理传承人的培养上注重中医传

统文化熏陶，不仅要传授医术，同时重视传承人的

医德、传统文化和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素质技

能的培养，工作站分别邀请各派中医名家进行名

师课堂讲座，学习护理专家的学术思想、敬业精

神、文化理念、学术见解等。加强中医内涵的领

悟，拓展传承人辨证思维，培养传承人能力和素质

的协调发展，培养传承人中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

神统一，增强传承人热爱中医护理事业的信念［11］。

1. 4. 3 跟师护理查房，强化临床实践：跟师教学查

房利用现代医学教学查房，基本流程和框架充分

结合了“跟师临证、口传心授、理论与实践密切结

合、注重临床实践”为主要特点的中医师承教学方

式［12］。跟师护理教学查房，是培养传承人中医思

维比较好的一个途径，是导师向学生展示中医临

床思维的全过程。冯运华教授的中医护理教学查

房在骨伤疾病“膝痹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病”等，

运用“四诊合参”开展中医护理评估，病证结合进

行中医护理诊断，按照标本兼护制定护理计划，发

挥中医特色实施护理措施，观察评价护理疗效。

通过互动提问讨论的方式，使传承人积极参与，始

终把辨证施护和整体思想应用于教学查房和临床

实践中，从而使传承人建立稳固的中医临床思维

根基。传承人结合科室的临床实践，优化了中医

护理查房模式，开展以突出中医特色为主线、医护

患三者共同参与的中医医护患联合查房 12 次。

2 中医护理传承人的培养成效 

2. 1　坚持中医经典的基础地位，培养中医临床思维　

医院“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站”导师冯运华

教授非常注重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她指出“中医学

经典其理论及实践指导价值巨大，是构建中医理论

框架的基础。只有系统学习和钻研中医经典，真正

体悟经典的精髓内涵，进而建立独具一格的中医思

维模式，才能真正运用中医理论去解决临床问题，切

实提高中医临床能力。”在冯运华教授的影响下，医

院开展中医护理“学经典”系列讲座组织全体护士积

极学习，一点带面，全面推进，创造传统中医的学习

氛围，增强学习中医的兴趣与信心，培养中医临床思

维，促进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

2. 2　发挥老专家中医的引领作用，传承学术思想　

冯运华师承团队建设初始，依托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活血化瘀中医科技成果，结合多年

的临床实践，提出了“活血化瘀护理的理论研究”。

在冯运华教授的指导下，3 名传承人研读了《血瘀

论》、《实用血瘀证学》等，对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理

论知识进一步理解，并分别在各自的临床学科，进

行了“活血化瘀临床护理的综述”的研究，不仅认

识到此研究在目前中医护理界的研究不足，还认

识到此研究为中医护理“异病同护”寻思理论源头

的方向，确定了传承方向“活血化瘀理论在骨科疾

病中的应用研究”。通过对活血化瘀理论的研究

与推广，改善了患者的疼痛症状。

2. 3　建设实践教学体系，传承临床经验　

冯运华教授在中医护理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

中医临证护理、护理教育、护理管理等方面均有很

深造诣。她坚持探索与完善中医整体护理理论，

以中医理论之精髓“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核

心。强调“人的整体观”，通过“四诊、八纲”及辨证

施护等方法对患者的健康问题加以分析判断，做

出护理诊断。是一项开创性的中医护理理论与实

践融为一体的举措，为临床护士开展辨证施护提

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冯运华教授坚持从经验型

向循证护理原则确定临床护理疗效的发展方向，

坚持中医护理主体发展与开放兼容的原则，既尊

重与保持中医特色，又积极吸收并融汇现代科学

技术成果。师承团队通过整理、研究冯运华教授

学术论文 40 余篇及编著《中医护理诊断手册》《中

医标准护理计划》《常见病中西医结合健康教育指

导》等书籍，跟随冯运华教授临床教学查房等，亲

身体验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感受中医独特的辨证

理论体系及护理方法临床应用过程，培养中医临

床思维。

2. 4　培养中医护理传承人才，提升中医护理内涵　

冯运华教授作为临床管理者主张护理内涵建

设，护理应以提升护理品质为目标，凝练专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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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挥中医优势，丰富治疗手段，护理方法应灵

活多样，建立骨科“一证一品”专科护理示范病房；

师承团队多次跟随冯运华教授中医护理传承教学

查房，学习中医护理经验及培养中医临床思维，并

结合科室的临床实践，运用中医护理诊断，优化了

中医护理查房模式；建立中医人文关怀服务模式，

增强患者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做到专科有特

色，推广节气养生理念、冬季养生茶、四季食疗方、

中药安神香囊；为住院患者送生日祝福卡、开展

“三一服务”、“共情护理”等亲情服务模式等，形成

专科特色护理品牌。

3 小结 

中医护理传承、发展和创新工作是一项关系

到中医护理命运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中

医护理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13］。中医护理传承是

探索创新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将中医老一辈

护理专家学术思想、临证护理经验及护理技术的

整理、挖掘，培养具有较强传承能力的中医护理优

秀人才，也始终坚持按照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

高悟性、善思辨、加强知识储备的要求来做好传承

工作，为中医护理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人才

保障， 提高中医护理能力［14］，为中医护理传承发

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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