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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质量是高等学校能否生存的生命线 ［1］。 专

业认证促使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保障由外部力量转变

为教育机构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内在需

求，是保证各专业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2］。 在全

球护理教育国际化和标准化的进程中，我国先后制

订出台《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和《本科医学教育标

准———护理学专业》［3-4］，明确了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教育基本标准、改进与发展方向。 但基于我国传

统医学与西方医学并驾齐驱的发展现状，我国护理

教育拥有双轨发展的特色。近年来，中医护理教育与

临床实践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5］。 全国高等中医药

院校在历经十几年的护理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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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中医模块设置规范的构建

单亚维 牛慧君 岳树锦 郝玉芳

［摘要］ 目的 构建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中医模块设置规范（简称“规范”），为

中医护理课程设置提供参考。 方法 对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教学培养方案进行调研

分析，以理论研究、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构建“规范”。 结果 确定了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专业基本教学条件、课程设置要求（包括中医学概论、中医护理学基

础、中医临床护理学三大课程模块）以及中医护理实习安排。 2轮专家咨询，专家积极系数分

别为88.24%和81.40%，专家权威系数为0.85，第2轮专家咨询Cochran's Q值较低，说明专家意见

趋于一致。 结论 本研究以理论为先导，立足中医特色护理教育现状，通过科学论证，制订的

“规范”可以作为中医护理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的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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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eria development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ra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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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2）：85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criteria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ra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olleges.
Methods A survey and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plans of 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am in the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of China. Criteria were developed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expert panel
meeting and Delphi method. Results The study identified the basic requirements（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require-
ments），educational requirements（practical education and basic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course setting requirements
（general information for TCM，fundamentals of nursing in TCM，clinical nursing in TCM），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Delphi included the two rounds consultation，with the response rate of 88.24% and 81.40% respectively. The expert
authority score was 0.85. The Cochran's Q of the second round consultation was relatively low indicating that experts'
opinions reached an agreement. Conclusion The Criteria which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
of TCM is ready for use and promoted for the course setti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TCM colleges.
［Key words］ EDUCATION，NURSING（TCM）； CURRICULUM TCM； Bench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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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

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在2016年推出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 《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医护理工作者抓住机遇，积极进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与探索，本期专题聚焦中医教育规范化、中医管理信息化及中医护理实践研究，为推动中医护理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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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特色的培养模式。这一专业特色，一方面导致了

其与西医院校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中医院校间差

别的主要原因，尤其在教育学制、培养要求、课程设

置、实践教学等方面参差不齐，无统一的标准［6-10］。而

目前出台的《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对高等中医药院

校中医特色护理的教育办学条件和毕业生应达到的

要求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3］，以至于中医特色

护理教学的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以及实践教学等方

面的要求不明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护理学专

业》以其总括性、统领性，涵盖了高等中西医护理院

校应达到的基本教育办学标准要求，但针对高等中

医药院校护理本科专业设置规范尤其是中医特色护

理课程模块的设置有待进一步探讨 ［4］。 基于高等中

医药院校护理本科教育的自身特点以及中医特色护

理教育发展的各方要求，为规范中医特色护理教育

的基本建设和办学行为，保证中医特色护理人才的

培养质量，有必要制订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学

专业中医模块设置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中医

特色护理教育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指导和发展方向，
为实现中医特色护理专业认证奠定基础。

1 研究方法与阶段性成果

1.1 理论研究

1.1.1 方法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11］、布

卢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12］、教育目标的层级构造理

论［12］、哈蒙德（Hammond）教育评价模式［13］、克尔课程

编制模式［14］，提出“规范”构建的框架。
1.1.2 阶段性成果

通过理论研究，形成以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教

育办学要求、课程设置、实习安排为要素 的构建框

架。“规范”针对高等中医药院校护理专业教育办学，
作为原《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的补充规定，确定初

步框架构建如下。 ①中医药院校护理学专业本科毕

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要求（素

质要求、能力要求、知识要求）。②中医药院校护理学

专业本科教育办学要求：包括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专业基本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实验室、临床基地、图

书资料教材）。③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中医课

程设置：包括课程体系与知识模块（中医学基础课程、
中医护理学基础课程、中医护理学专业课程）、中医

药院校护理学专业本科中医实习安排。

1.2 现况调查

1.2.1 方法

对全国23所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专业培养

方案进行横向比较和内容分析，以课程模块为主线，
总结课程模块与中医必修课程的内涵。
1.2.2 阶段性成果

截至2013年7月，收到20所护理学院以电子邮件

及信件形式提供的培养方案。分析表明，中医相关课

程名称繁多，共有224种不同课程名称；院校间中西

医课程比例差异大；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分离；选修

与必修课程设置随意 ［15-17］。 根据各院校设置的各类

课程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及其平均学时和学时波动

范围，初步将其课程设置安排归纳如下。①中医模块

总学时约230学时。②模块类别。包括中医学概论、中

医护理学基础、中医临床护理学。③各模块内涵及学

时安排。中医学概论：中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

学、方剂学；建议学时：约80学时，实践学时比例约

5%。 中医护理学基础：中医护理基础、中医护理技

术、针灸推拿、饮食营养学；建议学时：约70学时，实

践学时比例约25%。 中医临床护理学：中医内科护理

学、中医外科护理学、中医妇科、产科护理学、中医儿

科护理学等临床常见病症；建议学时：约80学时，实

践学时比例约15%。 中医护理实习：中医特色科室/
中医科实习，建议学时：4~8周。
1.3 专家小组会议

1.3.1 方法

本研究共举 办3次专家小 组会议，首次 会议于

2013年8月举行。邀请教育部高教司以及全国中医药

院校的专家对讨论初稿的构建进行讨论，后者均为

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护理学院的院长或教研室主任，
专家研究或工作领域为护理教育、临床护理、护理管

理、医疗教育、医疗临床，共计35人。该会议对现况调

查总结的课程设置安排提纲进行讨论并定稿。第2次

会议于2013年12月举办，专家同前，对德尔菲的咨询

问卷初稿进行修订。第3次会议为德尔菲专家咨询结

束后讨论稿的专家论证，开展于2014年12月。
1.3.2 阶段性成果

第1次会议确定中医课程模块总学时180～300学

时。 课程模块如下。①中医学概论。 课程内容包括中

医学基础、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总学时：80~
120学时，实践比例建议为10%~20%。 ②中医护理学

基础。课程内容包括中医护理基础和中医护理技术；

中医护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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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时：48~90学时，实践比例建议不少于30%。③中

医临床护理学。课程内容包括中医临床（内科、外科、
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等）护理学临床知识点；总学时

54~90学时，实践比例建议为15%~30%。④中医护理

实习不少于4周。 第2次会议主要对由理论研究得出

的构建框架及其内涵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删除“实践

性教学环节”，保留“专业基本教学条件”的内容，并

增加“保障机制”。
1.4 德尔菲法

于2014年1月—9月选择全国23所高等中医药院

校开展2轮专家咨询。咨询问卷采用2级评分法，分为

同意/不同意，专家对问卷具体条目需求定位的恰当

性、内容的全面性、描述的清晰性、要求的可实现性

以及专家的赞同情况5个方面提出合理的评价和建

议。 本研究以各院校专家自荐形式，选择至少30名来

自各高等中医药院校从事中医护理教育、 管理和临

床实践的院长或教研室主任。 本研究中专家意见一

致率应达到80%，删除不足80%且变异系数＞0.3的条

目。 采用Cochrane's Q检验（检验水准P>0.05示无统

计学差异）检测专家意见的一致程度，以此来决定是

否开展第3轮专家咨询。

2 结果

2.1 专家情况分析

第1轮专家咨询共发放问卷51份，回收有效问卷

43份（有效率84.31%）；第2轮发放问卷43份，回收有

效问卷35份（有效率81.40%）。 参与咨询的专家具有

较好的地区代表性，专家整体权威系数为0.85；积极

系数分别为：88.24%和81.40%。
2.2 专家咨询结果

2.2.1 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表1）
2轮“培 养 目 标”的 内 容 同 意 率 分 别 为100%与

96.7%，变异系数分别为0与0.17。 修改意见主要集中

于语言修辞，尤其对“中医特色护理”称谓的斟酌。本

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18］，保留了该称谓。 “素质

要求”的补充规定为1条，2轮专家咨询的同意率分别

为94.74%和100%，其变异系数分别为0.21和0。 主要

修改意见认为“热爱……理念”表述不 当，改为“对

……有正确的认识……责任感”。“能力要求”的补充

规定有2条，2轮专家咨询， 第1条的同意率 分别为

89.47%和100%，变异系数为0.28与0；第2条同意 率

为97.37%与100%，其变异系数为0.16与0。 主要修改

意见认为“中医疾病观察”“辨证施护”的要求过高，
改为“具备一定的……能力”。 “知识要求”的补充规

定分为3条，因《本科护理学专业规范》中已经涉及第

1条，故 将 其 删 除；第2条 将“发 展 史”改 为“发 展 动

态”； 第3条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中药学和方剂学知

识的掌握程度，最终改为“中医学与中医护理基本理

论知识”。
2.2.2 专业基本教学条件（表2）

“师资队伍” 的2轮专家咨询 的同意率分 别为

95.12%与100%，变异系数为0.21与0。 本条目的修改

意见主要要求教师为“双师型”专业背景。 “实验室”
的2轮专家咨询同意率分别为95.12%与100%，变异系

数为0.21与0。 专家的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表

述以及实验室或技能操作室的命名统一上。“临床基

地”2轮同意率分别为97.56%和100%，变异系数分别

为0.15和0。 专家对基本内容同意，但要求措辞重新

组织，如将原来“实习基地”改为“临床基地”。 “保障

机制”的2轮专家咨询同意率分别为97.50%与100%，

表1 中医药院校护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培养目标

培养要求

主要内容

培养初步掌握中医护理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一定的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和基本

的中医临床护理能力， 能够在各类医疗卫生、 保健机构从事中医护理以及预防保健工作的专业人

才，并为其在中医护理教育、科研、对外交流、学术传承等方面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热爱中医药事业，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与职业素养，具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遵守医疗护理相

关法规；能正确认知中医护理学科的性质与内涵，并具有为其发展做出努力的责任意识；能学习运

用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并具有维护与促进民众健康的职业责任

具备一定的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 具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临床各科常见病证进行辨证施护的能

力；具有开展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的能力；具有开展中医护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养生保健的能力

初步了解中医学以及中医护理学的发展史； 理解中医学的认知与思维方式， 以及中医护理的基本特

点，掌握中医学基本理论、中医护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中医临床护理的原则与方法

素质要求

能力要求

知识要求

项目

中医护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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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为0.15与0。 专家意见仅作语言表述的修

改。 “图书资料、教材”的2轮专家咨询同意率分别为

97.56%与100%，变异系数分别为0.15与0。 该项目专

家并未给出任何修改意见，故参考《护理学本科专业

规范》，不做修改。
2.2.3 中医护理课程设置（表3）

该部分对中医学概论、中医护理学基础、中医临

床护理学的学习目标、基本教学内容、知识点进行了

界定，并对中医实习目标、内容、条件和参考学时进

行了确定。
中医学概论包括3条学习目标，11个知识点，并

对知识点的名称进行了统一，建议学时为81（63学时

理论+18学时教学实践）~144（111学时理论+33学时

教学实践）。 本部分在第2轮专家咨询后， 实习目标

与基本教学内容Cochran's Q值为5.00，P=0.416，说明

专家意见趋于一致；知识点与参考学时Cochran's Q值

为41.25，P=0.001，其分歧主要集中在知识点7和9，
有3名专家不同意，但未给出修订意见。

中医护理学 基础包括3条 学习目标，10个 知识

点，建 议 学 时72（42学 时 理 论+30学 时 教 学 实 践）～
108（63学时理论+45学时教学实践）。 本部分在第2轮

专家咨询后，学习目标与基本教学内容Cochran's Q值

为4.00，P=0.406，一 致 性 较 好；知 识 点 与 参 考 学 时

Cochran's Q值为17.00，P=0.108，说明专家意见趋于

一致。
中医临床护 理学包括3条 学习目标，16个 知 识

点，建议学时54（36学时理论+18学时教学实践）～90
（63学时理论+27学时教学实践）。 本部分在第2轮专

家咨询后，学习目标与基本教学内容P=1，完全一致；
知识点与参考学时Cochran's Q值为100.07，其知识点

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细化到病证还是专科， 对知识

点的专科选择一致性较好。
中医护理实习安排确定了2条实习目标，4～8周

的实习学时安排。 第2轮专家咨询后，中医实习安排

的专家咨询同意率为100%，专家意见完全一致。

3 讨论

3.1 “规范”构建的特点

3.1.1 理论先导，立足调研，科学论证

本研究在基于已出台的《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
对框架的构建要素再次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审查，以确

保规范构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并立足调研，明确了

目前该领域教育办学中暴露出的问题，再次佐证实

施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掌握目前课程设置

和实践教学的共性和特色，使课程设置符合现状。 本

研究举办3次专家会议分别对“规范”的结构要素，内

容、形式、定位，以及适用前景进行了讨论。期间通过

2轮专家咨询，广泛征询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该领域

学科专家的意见，保证“规范”研制的严谨性，使其对

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教育办学更具引导作用。
3.1.2 围绕核心，恰当定位，重视实践

本研究紧密围绕中医模块设置规范，以三大中

医模块作为主线，设定相应的内容。 对学科、学生能

力、师资力量等方面进行了恰当定位，比如：“中医特

色护理”称谓的修订，既考虑其学术领域定位，又要

斟酌该词目前运用的广泛性和可接受性。 在实践性

教学环节和中医护理实习安排部分，本研究明确提

出各个模块实践比例与实习要求，对实践教学软硬

件设施做出了规划，弥补了目前中医护理教育中实

践环节薄弱的缺陷。

表2 中医药院校护理学专业基本教学条件

项目

师资队伍

实验室

临床基地

保障机制

图书资料、教材

主要内容

具有能满足中医护理教学需要的结构合理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教师应具有中医学专业或中医护理教育背

景，并有一定的中医或中医护理临床实践和教学经历

必须具备能满足中医护理教学要求的实验室、教学模型和实验仪器设备，能满足教学需要并确保教学质量

至少有1所能满足学生中医护理临床实践所需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或综合性医院作为实

习基地

具有完善的保障中医护理教育实施、确保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质量项业务管理制度。 加强经费的投入，鼓励

教师积极开展中医护理教学研究。 学院设有中医护理业务机构，分析总结阶段性教学工作的情况，保障各

项理论与实践教学任务的落实

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医学及中医护理相关图书资料

中医护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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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范”的结构内容

培养目标是专业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和归宿 ［19］。
早期中医护理培养模式的研究确立了“宽口径、厚基

础、强能力、高素质”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20］，在该模

式下提出了相应的人才素质要求，结合《护理学本科

专业规范》，在中医护理领域更应该注重的是本特色

专业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人文素质。 本研究最终确定

的素质要求包括：人文科学与职业素养、学科理解和

表3 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实习安排

模块

中医学概

论

中医护理

学基础

中医临床

护理学

中医护理

实习

主要内容

了解中医学发展史及其基本特点；熟悉中药和方剂的基本知识、常用的中药及方剂；掌握中医学

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知识

中医学概论是中医学的基础课程，主要介绍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

中医学的发展史及基本特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精气血津

液、经络学说、病因病机、诊法、辨证、中药和方剂的基本知识、常用的中药及方剂

最低学时：81学时（63学时理论+18学时教学实践）

最高学时：144学时（111学时理论+33学时教学实践）

掌握中医护理学的基本特点、原则和基本知识；掌握常见中医护理技术的操作方法；掌握中医护

理文书的书写规范

中医护理学基础是护理学专业的基础课，课程涵盖中医护理基本知识、中医护理基本技术。 内容

包括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和原则、病情观察、生活起居护理、情志护理、用药护理、饮食护理、体

质调护等知识，以及艾灸、推拿、拔罐、刮痧等常用中医护理技术

中医护理的发展史、中医护理的基本特点与原则、病情观察、生活起居护理、情志护理、用药护理、

饮食护理、体质调护、经络与腧穴、常用中医护理技术

最低学时：72学时（42学时理论+30学时教学实践）

最高学时：108学时（63学时理论+45学时教学实践）

掌握中医各科常见病证的临床特点；熟悉中医各科常见病证的病因病机；能运用中医理论、中医

护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对临床各科常见病进行辨证施护，并开展健康教育

中医临床护理学是护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

常见病证的临床特点、辨证施护及中医护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总论、肺系病证、心脑病证、脾胃病证、肝胆病证、肾系病证、气血津液疾病、关节肢体经络疾病、疮

疡、乳房疾病、肛门直肠疾病、皮肤病、常见妇科和产科病证、常见儿科病证、常见五官科病证

最低学时：54学时（36学时理论+18学时教学实践）

最高学时：90学时（63学时理论+27学时教学实践）

具有一定的中医临床辨证思维， 能对常见病证进行中医辨证施护， 并为患者提供中西医结合护

理；能在工作实践中熟练运用常见中医护理技术，并应用中医护理知识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健康

教育

在带教教师指导下，通过中医辨证施护对所负责的患者实施整体护理。中医医院可安排轮转中医

特色科室，综合性医院可安排轮转中医科。 每名学生需参与1～2次中医护理查房，参与2～4例患

者护理，完成1份中医护理病历

学生实习的科室（病区）应是中医护理的特色科 室（病 区），并 具 有 一 定 的 专 科 床 位 数 量 和 已 开

展3项以上中医护理操作项目，各操作设备器具齐全。有专人负责中医护理带教工作，有完备的

教学管理、带教质量保障、考核评价等制度，能确保学生中医临床护理实践的质量

中医护理操作考核内容：中医四诊技能、耳穴疗法、灸法、拔罐法、刮痧法、穴位按摩法。 学生在完

成实习以后，应有专人负责考评，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等方面做出客观的

评价。

4～8周

领域

学习目标

基本教学内容

知识点

参考学时

学习目标

基本教学内容

知识点

参考学时

学习目标

基本教学内容

知识点

参考学时

实习目标

基本内容

条件要求

考核方法

参考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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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责任。
前期研究提出，毕业生应具备中医护理的基本

理论、基础医学知识、常见病多发病护理知识、相关

临床医学知识［21］。而本研究在知识方面指出，对于中

医学与中医护理学科的发展史与现状的了解，对中

医学的整体理解与思维方式的认识，是持有积极专

业态度和专业热情的基础，故本研究将“发展史”作

为重要的知识要求之一。
在能力要求上，前期研究要求具备一定的专业

相关能力，比如临床护理能力和健康教育能力［21］。 本

研究最终确定的能力要求涵盖了先前的研究结果。
在该部分专家咨询中，争议最大的是辨证施护能力

的要求。 故本研究最终纲领性地提出应 “具备一定

的中医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各院校可根据自身教育

办学水平和特色，对学生进行重点培养。
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的界定，本研究将中医护理

相关课程归纳为三大模块，层层递进、相互依托，充

分体现了“优化整合”的课程设置原则，并充分体现

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原则 ［22］，以必须、够用为度，
在统一的基础上，尊重各校的办学特色和能力，对教

学学时和实践学时做了基础性和发展性的规定。
在专业基本教学条件方面，“规范”要求中医护

理教学要具备结构合理的“双师型”队伍，以符合教

育部下发的相关要求 ［23-24］。 中医护理有其独特的诊

断方法和护理技能，为确保教学质量，应具备相应的

中医护理实验室、教学模型和实验仪器设备［25］。临床

实践基地是保障中医护理实践教学的基础设施，是

理论与实践转化的重要场所，其可反映并巩固学校

高等护理教育的教学质量，故本研究考虑到各院校

附属医院的层次或类型差异，要求至少具备1所能够

满足中医护理教学的三级甲等医院，以保证高质量

的临床带教，并以轮转科室的常规时间———4周为实

习时间，考虑到部分院校的特色办学，拓宽到4~8周

的实习学时安排。
3.3 “规范”的应用问题

3.3.1 呈现形式

中医特色护理或中医护理隶属于护理学科，在

此专业定位的基础上制订的发展性专业规范，应作

为《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的补充性或发展性文件，
明确规定了中医特色护理专业 认证应达 到的基本

要求。 其可以《护理学本科专业规范》附件的形式呈

现，亦可与其融合，以完整版呈现。

3.3.2 适用范围

“规范”适用于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护理专业中

医特色护理教育的教育办学建设，以及后续的认证

与评估。该“规范”不用于院校间的排序，开展该专业

方向的院校教育办学可以该“规范”为借鉴。 在多次

专家论证以及试点后，若“规范”的各方面都鉴定为

妥当并可作为专业认证依据，开设有该领域专业并

旨在得到认证的院校必须符合“规范”中提出的各项

要求。
3.3.3 修订与完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标准与规范的出

台，一定要经过严谨的实践和论证，以验证各项指标

的适用性和区分度。通过试行不断完善，在信息饱和

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正式颁布，赋予其真正的权威性，
发挥其法规条文的规范作用。 “规范”应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护理学科尤其是中医特色护理的发展不断地

修订和完善。“规范”应考虑到各个利益体的要求，包

括教师、学生、社会、政府等，在本研究中因未涉及学

生等利益体的意见采纳，故可在其后续的实践试行

中，充分尊重这部分人群的意见和建议，使其代表广

泛人群的根本利益和需求。

4 小结

办学宗旨和培养要求是教育办学的指导思想，
课程设置是专业培养的核心。 中医护理专业办学应

符合学科发展趋现状，聚焦学科发展前沿，体现中医

护理特色。本研究基于理论研究，对“规范”的结构框

架和构成要素进行了构建，以全国高等中医药大学

教育办学培养方案为调查对象，总结共性的培养目

标、培养要求、教育办学设施要求以及课 程设置和

中医护理实习安排，并通过3次专家会议和2轮专家

咨询，最终确定了“规范”的试行稿，以规范该领域的

教育办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中医护理的教学

发展和临床实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希望经过后期

的试行和反馈，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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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李晓宁）

中医护理专题

通 知

中华护理杂志社已连续4年在全国各地成功举

办了护理科研高峰论坛、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研讨

会等护理学术活动，对护理工作者开阔学科视野、提

升科研能力、 推进研究工作进程

起到了积极作用， 受到广大护理

工作者的一致好评， 成为该领域

的著名品牌。
2018年， 中华护理杂志社将

继续以国家发展需要、 护理学科

发展需求、 广大护理工作者发展

需求为出发点， 结合自身的资源

优势，举办系列学术活动，详细内

容见下表。 中华护理杂志社网站

（http://www.zhhlzzs.com）和中华护理 杂志社微信 公

众号（zhhlzzs）会及时发布最新消息，敬请关注。 联系

电话：010-53779543。

中华护理杂志社2018年部分学术活动计划

注：具体时间与地点安排以网站最终发布信息为准

中华护理杂志社2018年部分学术活动计划

时间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9 月

2018 年 10 月

2018 年 11 月

地点

杭州市/长沙市

苏州市/武汉市

济南市

成都市

南平市/南宁市

项目名称

护理新进展与选题写作研讨会（一期）

国内外护理科研新动态与项目申报研讨会（一期）

护理新进展与选题写作研讨会（二期）

中国护理科研高峰论坛

暨杂志社系列期刊编委工作会议

国内外护理科研新动态与项目申报研讨会（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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