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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项目是中医护理高级别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为

促进中医护理学科建设，推动中医护理事业发展奠定基础。本研究就“冯运华中医

护理传承工作室”成立以来，在学术传承、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及护理科研

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旨在更好地创新推广中医护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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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heritance Studio 
had enriched the training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alents and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summa⁃
rized the role and practice of Feng Yunhu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heritance Stu⁃
dio in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talent train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nursing research， and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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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分支，并在

不断的创新中逐渐形成一门有历史、有传承、有发

展、有丰富文化底蕴的独立学科［1］。随着疾病谱

的变化和人们多元化的健康服务需求，中医护理

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越来越被大众所认识，并在疾

病防治、慢病管理、康复促进、养生保健等领域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2］。对中医护理高级别专业人才

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提高，“十三五”期间北京市中

医管理局启动中医护理优秀人才培养项目，在全

国率先成立 3 家中医护理传承机构，以满足中医

护理高级别专业人才的需求，其中“冯运华中医护

理传承工作室”设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成立以来，在学术

传承、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学术交流及护理科研

等方面均取得良好成果，现介绍如下。

1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的建立与运行 

1. 1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的建立　

1. 1. 1　组建传承团队　

团队设总负责人 1 人，指导老师 1 人，助教老

师 1 人，传承弟子 9 人（组长 1 人，秘书 2 人）。医院

护理部主任担任工作室总负责人，总体把控工作

室人力、质量、教学、科研、经费等方面的统筹管理

工作。中医护理学科带头人、资深护理专家担任

工作室指导老师，具备高级职称，在本专业领域具

有较高影响力，在人才培养、护理科研、学科建设

等方面经验丰富。助教老师具备高级职称，有科

研创新能力，护理管理及临床教学经验丰富，协助

指导老师制订建设运行方案和学科发展计划并组

织实施，同时向护理部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传承

弟子在全院范围内遴选，需具有 10 年以上中医医

院临床工作经验，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

上职称，担任护士长或护理教学老师者优先。传

承弟子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完成工作室日常跟师

任务，并协助开展技术创新应用及临床研究。

1. 1. 2　制定工作室建设方案　

工作室成立后通过查阅文献、走访借鉴、学科

论证等方式，拟定《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方

案》，包括建设目标、周期，遴选条件，建设任务、建

设制度、保障措施、绩效考核六方面内容，以保证

工作室工作质量及可持续运行。

1. 1. 3　工作室设施设置　

工作室设置于护理部教研室，设立专项经费，

建立财务账号专款专用；购置中医经典、护理专

著、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等相关教学书籍百余本；配

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及数字图书馆查询系统，以满

足传承弟子进行文献查阅及培训授课的需求。

1. 2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的运行模式　

1. 2. 1　整理学术观点及临证经验，开展跟师学习　

1. 2. 1. 1 收集整理资料：收集整理我院中医护理

病案、教案、笔记、论著、论文等原始资料，建立中

医护理专家临床护理经验资料库。

1. 2. 1. 2 影像资料录制：围绕指导老师的学术经

验或技术专长，完整、清晰地录制中医护理传承临

床（实践）、带教、授课、查房、访谈、讨论等相关活

动，保存第一手原始资料。

1. 2. 1. 3 开展跟师查房：每月开展指导老师护理

查房 1 次，由传承弟子轮流进行个案分享并提出

中医护理难点，指导老师给予现场评价指导，并展

开讨论交流，完成书面查房记录。

1. 2. 2　注重中医经典学习，夯实中医基础　

1. 2. 2. 1 中医经典学习：组织传承弟子开展中医 4
大经典《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

经》、《难经》的研读，每月书写读书笔记 1 篇，挖掘

总结经典中的护理证据。

1. 2. 2. 2 开设名师讲堂：开展“当南丁格尔遇上

《黄帝内经》”系列讲座和科研能力提升讲座，加强

中医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的相关学习。

1. 2. 3　基于血瘀证护理学术观点，制定临床护理

规范　

传承团队以血瘀证护理为切入点，从指导老

师擅长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着手，包含辨证施膳、辨

证施药、辨证施术、辨证施乐、辨证施养等护理内

容，制定《冠心病血瘀证与活血化瘀中医护理规

范》，并在临床实施开展。

1. 2. 4　围绕技术创新应用，开展临床护理研究　

指导老师引导传承弟子不断进行中医特色技

术的深度挖掘，以发现临床问题并开展技术创新

研究。跟师学习期间，每名传承弟子需至少完成

工作室子课题立项 1 项，并独立完成结业论文。

2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的效果评价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以来在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①人才培养：制

定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方案，创建中医护理

传承人才培养模式，建设期间共培养 9 名中医护

理临床科研复合型高水平人才，均顺利通过北京

市中医管理局的验收考核。②技术创新：中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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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创新应用 2 项，包括温灸刮痧技术操作规

范、砭石熨摩中药透入技术操作规范。③形成规

范：目前已经完成《冠心病血瘀证与活血化瘀中医

护理规范》。④成果产出：工作室建设期间，发表

中医护理传承相关护理学术论文 6 篇，获批北京

市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项目课题 1 项，获批实用

新型专利 2 项，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1 项：“冯

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思路及血瘀证护理

学术思想与传承经验研修班”。

3 小结 

3. 1　丰富中医护理人才的培养模式　

师承教育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种文明，

无论在中医药学，还是在天文、地理、人文、文学、

艺术等，均可循寻传承思想的践行［3］。“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方式能在继承、发扬中

医药传统特色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成果，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升华，从

而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4］。多

项研究［5-7］表明名老中医工作室在学术思想传承、

中医人才培养等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成为中医

学及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重要方式。

目前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模式以院校为主，

较为单一，在传承方法、传承内容、传承形式等方

面尚处于探索阶段，欠缺基于临床实践的中医护

理传承项目。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建设方案的形

成，明确了基于临床与科研结合的工作室建设路

径，研究内容不仅包含中医护理传承文化建设，亦

包含师承背景下的中医临床护理循证实践研究。

“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是中医护理人才培养模式

的探索和创新，工作室指导老师起传授引导作用，

学员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分享、理解老师的智慧结

晶和宝贵经验，真正掌握了中医临床思维和辨证

施护能力的精髓［8-9］。工作室建设期间，培养出一

批中医护理临床科研复合型高水平人才，丰富了

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中医护理服务能力提升。

3. 2　开创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护理的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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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中以心血管系统疾

病瘀血情况最为多见。中医认为冠心病属“胸痹

心痛”范畴，多以血行不畅、心血瘀阻为主要病

机［11］，活血化瘀治疗临床疗效显著，但与其对应的

护理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工作室建设初期，冯

运华导师带领传承弟子探索如何开展血瘀证与活

血化瘀护理的临床实践，指导弟子们在临床护理

过程中，既要关注疾病的护理要点，也要注重患者

的中医证候，综合考虑疾病因人、因地、因时等因

素所表现出的不同证候来选择适宜的护理措施，

实现病与证结合的个体化护理［12-13］。传承弟子通

过收集整理冯运华导师的辨证施护个案笔记、护

理教案、读书心得等原始材料，并结合导师发表的

论文、论著等文字资料，总结归纳出多项活血化瘀

技术和方法。并从冠心病患者常见的 4 种辨证分

型气滞血瘀、气虚血瘀、痰浊血瘀、阳虚血瘀的病

因病机、临床症状、施护要点着手，采用活血化瘀

法进行辨证施膳、辨证施药、辨证施术、辨证施乐、

辨证施养等方面的临床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目

前临床实施 1500 余例，血瘀证积分和中医症状积

分的总改善率＞85%。

3. 3　促进中医护理技术的创新推广　

“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成立后，坚持

走临床与科研结合的建设路径，冯运华导师认为

“循证护理”可以理解为“遵循证据的护理”，其原

则是用批判性、探究性思维，将科研成果运用于临

床实践［14］，中医护理一定要从经验型向循证护理

转变。

冯运华导师带领弟子们精读“中医经典”，挖

掘护理证据，从临床实际出发，将传统中医适宜技

术进行改良创新，研发了温灸刮痧和砭石中药熨

摩透入法 2 项中医特色技术，并结合患者反馈和

临床数据进行操作标准化及适用范围等研究。工

作室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5 年颁布的《护理

人员中医技术使用手册》［15］中的临床常用 18 项中

医护理技术操作标准，完成了 2 项创新技术的“技

术操作标准”“技术操作流程图”及“技术操作考核

评价标准”的编写工作，在临床应用中起到了很好

的指导作用。目前本院心血管中心、老年病中心、

脾胃病中心应用温灸刮痧技术的患者达 1200 余

人次，应用砭石熨摩中药透入技术的患者达 2000
余人次，均取得良好临床疗效。该 2 项创新技术

还入选了全国及北京市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培养项

目的特色优势技术，传授培训了来自全国多个省

市的 300 余名学员，提升了工作室在全国中医护

理领域的影响力。

“冯运华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项目设计严

谨，培训模式多样，实施路径可操作性强，效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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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今后中医护理传承的发展与创新起到示范

作用，也为国内其他省市中医护理传承工作的开

展提供借鉴思路。“中医护理传承工作室”项目是

中医护理高级别专业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为促

进中医护理学科建设，推动中医护理事业发展奠

定基础。

 开放评审

专栏主编点评：本文通过中医护理传承工作

室的建立与实践，丰富了中医护理人才的培

养模式，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创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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