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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不纳气所致。治疗以温肾助阳，温化水湿，肾的气化功能

得以恢复，水到渠成而咳止，关键突出一个“温”字，温肾纳

气而止咳。对于一些咳嗽日久，老年体弱患者，咳嗽无力，高

老多从补肾入手，善于活用真武汤，一般酌加干姜、细辛温散

寒邪，五味子敛肺止咳，山药健脾补肾。

6 厥阴致咳

 厥阴病篇在气郁致厥或然证中对于“……或咳，或

悸……，四逆散主之”明确指出，由于肝胃气滞，气机失常，

肺寒气逆则咳，治以四逆散疏肝和胃，透达郁阳，咳嗽自然息

止。厥阴病病因复杂，突出两极变化，因此治疗咳嗽要抓住

一个“和”字，阴阳内外调和而止咳。致咳原因虽各有不同，

但最终落实到肺脏，只要治疗得当，消除咳嗽发病根源，肺气

通利，标本兼治，自然事半功倍。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只有真正熟读经典，掌握经方加减的变化规律，

才能做到灵活正确运用经方。经方构成非常严谨，但是高老

每每都有发挥，根据临床具体病情在经方基础上按临床实际

情况创立新方而收奇效。

7 总 结

 高老对于许多中医经典朗朗上口， 《伤寒论》、 《金匮要

略》、 《医宗金鉴》 等多有涉猎，一些经方信手拈来，运用自

如，往往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加减运用，具体运用到治疗咳嗽

中都可收到奇效。高老认为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行医两大

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医生要吸收传统医学精华，去其糟粕，

还要学习现代医学知识。要怀恻隐之心，以解除患者疾苦为

己任。中医学正是由于有高老这样一批老专家在努力耕耘，

才能充满活力。高老的中医成就是多方面的，由于笔者跟师

学习时间有限，只能对高老治疗咳嗽的学术思想进行简单概

述，请同道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2013-12-23）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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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记录的缺陷与改进措施

李红峰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急诊科抢救各种危重患者时，护理记录对保证抢救流程

的顺利进行非常必要。但在临床工作中，由于急诊科抢救患

者时的紧迫性，常常出现护理记录质量不高的问题，有时因

此而影响了抢救。现就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急诊护理记录缺

陷与改进措施总结如下。

1 常见的急诊护理记录缺陷

1.1 缺少记录：在对患者实施抢救时，没有详细记录抢救过

程及抢救患者的措施，如忘记观察和记录患者面色、呼吸频

率、脉搏、血压等基本情况；没有及时记录患者出现的病情变

化，如在静脉滴注药物时，没有动态、连续地记录患者血压、

心率、呼吸频率、尿量等指标的变化情况，使用镇痛药时没有

及时记录患者各部位疼痛的变化情况等。

1.2 医护记录中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如在抢救记录单上，

护士记录的医嘱数字与实际上医生下达的医嘱数字不相符；

由于情况紧急医生在抢救患者时，只下达了口头医嘱，而护

士只顾抢救患者，忘记在护理记录中写下医嘱，抢救结束后

补记医嘱导致护理记录与医生的记录不相符。

1.3 特殊情况时忘记记录医生的医嘱或护理操作过程；或

是执行特殊医嘱时忘记让主治医生签字。

2 改进护理记录的对策

2.1 对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和教育：护士的基本技能、专

业知识影响着护理人员书写护理记录的水平。医院在对护

士进行“三基训练”的同时，应定期进行技能培训以巩固其

专业技能，提升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根据各科实际情况

对护士进行现场考核，不断提高护士的业务水平，以及护士

与医生、患者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规范护理记录模板库：医院应制定护理书写记录规范，

并按时组织本院护士学习，规范其护理记录的书写，并根据

本院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几个常用抢救流程的护理记录模板，

如抢救记录，留观患者病情变化记录，危重患者的观察记录，

褥疮等不良事件的病情记录等，严格要求护士按标准模板撰

写护理记录，并组织护士随时学习和提高。

2.3 建立和改进科室的内部控制机制：一般医院多采用护

士长监管的管理模式。由于抢救患者数量和工作量的加大，

一个人管理势必会出现漏洞。要改变以前的管理模式，由原

来的护士长监控护理工作变为由护士之间相互监督后配合

护士长定期抽查监控，可以将监控这一工作由一人承担变为

全员承担，从而提高护理记录的书写水平。护士长也可对本

科室护士的护理记录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如在护理记录中发

现问题，应及时反馈给护理人员，并要求其及时解决，以达到

规范护理记录书写的目的。

2.4 改善医护沟通：医疗护理记录的不吻合是由医护双方

在观察患者的病情和采集患者资料过程中的误差而产生的。

因此，良好的医护沟通对改进护理记录的书写质量有着非常

重要的促进作用。护理人员应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对于病情

观察、数字记录要属实、并且准确，及时报告医生，应与医生

的记录核对。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2.5 提高法律意识：在医疗诉讼过程中，护理记录可起到非

常重要的举证效果，是重要的法律证据。长期以来，在医疗

实践中护士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解决患者的病情，而忽视

了潜在的法律问题，极易引起医疗纠纷。因此，护理人员应

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做到知法、懂法，严禁涂改护理记录并

妥善保管病历记录。
（收稿日期：2014-02-26）（本文编辑：李银平）doi：10.3969/j.issn.1008-9691.2014.04.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