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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



1947年，俄亥俄州阿可诺医院护校（大专学历）

195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大学护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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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西太平洋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美国当代著名护理理论家

1982年，《纽曼的系统模式：在护理教育和护理实践中的应用》

192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

纽 曼 简 介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主要论述:

应激源对人的作用及如何帮助人应对应激源

 基本概念：

人（ c l i e n t ）

压力源 （ s t r e s s o r）

反应（ r e s p o n s e）

预防（ p r e v e n t i o n ）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生理 心理 社会文化 成长精神

人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基本
结构

弹性防御线
（flexible line of defense）

抵抗线
（lines of resistance）

正常防御线
（normal line of defense）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个体内应激原 人际间应激原 个体外应激原

（二）压力源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应 激 反 应 是 生 理 、 心 理 、 社 会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综 合 反 应 。

（三）反应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四)预防

一级预防
避免或减少压力源

加强防御线线

二级预防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三级预防
帮助个体重建

促进适应稳定



一 、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3. 评价护理效果、修订干预计划

1. 收集个体系统资料

2. 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1、收集个体系统资料 - 1
评估内容 具体内容

A．一般资料 姓名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其他相关信息

B．个体感知到
的应激源

1．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应激源或健康问题是什么？

2．您目前现状与以往日常生活方式有何不同？

3．您以往是否遇到过类似情景？如果遇到过，是怎样的情景？您是

如何处理的？是否有效？

4．根据目前状况，您预期将来会怎样？

5．您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或您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自己？

6．您期望照顾者、家人、朋友或其他人为您做些什么？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1、收集个体系统资料 - 2

评估内容 具体内容

C．照顾者感

知到的应激源

1．您认为病人目前最主要的应激源和健康问题是什么？

2．病人目前现状与以往的日常生活方式有何不同？

3．病人以往是否遇到过类似情景？如有，是怎样的情景？如何处理的？是否有效？

4．根据病人目前状况，您对他将来的期望是什么？

5．您认为病人能做什么帮助自己？

6．您认为病人期望照顾者、家人、朋友或其他人为他做些什么？

D．个体内部

因素

1．生理方面：如活动度、身体功能等。

2．心理-社会状况：如态度、价值观、期望、行为型态、应对方式等。

3．发展方面：如年龄、认知发展程度等。

4．精神方面：如信仰、人生观、希望等。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1、收集个体系统资料 - 3

评估内容 具体内容

E．人际间因素 可能或已经对D造成影响的有关家庭、朋友、照顾者之间的关系和资源。

F．个体外部因素 可能或已经对D造成影响的有关社区设施、经济状况、工作状况等。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2、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 1
三级预防 干预措施

A．一级预防 1．应激源： 隐蔽或潜在的应激源。

2．应激反应： 尚无具体表现，是根据目前只是预估或假设可能出现的。

3．目的： 维持和促进个体稳定性和完整性。

4．干预： 避免接触应激源；对应激源进行脱敏治疗；强化个体弹性防御线；增强个体抵抗因素；

提供教育；鼓励积极应对。

B．二级预防 1．应激源： 现存、明显、已知的应激源。

2．应激反应： 有明确症状

3．目的： 恢复个体稳定性、完整性。

4．干预：

根据健康变异的程度列出护理诊断，排列优先顺序；

识别个体在应对方面有利和不利的方面；

针对不适应的症状进行控制，如减少噪声、提供经济援助等以支持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因素，减少不利

于健康的因素；提供一级预防措施等。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2、制定并实施干预措施 - 2

三级预防 干预措施

C．三级预防 1．应激源： 明显、残余的应激源。

2．应激反应： 可能或已知的遗留症状。

3．目的： 根据个体二级预防后的稳定程度，在个体健康重建过程

中，使其获得并维持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4．干预： 制定渐进目标并对个体迈向更高健康水平提供支持；激

励；教育-再教育；行为矫正；现实定位；合理利用内外部资源；提供一、

二级预防措施等。



二 、 健 康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3、评价护理效果、修订干预计划

• 评价 护理 效果

个体 内、 人际 间及 个体 外的 应激 源及 顺序 是否 改变

个体 系统 的防 御机 能是 否增 强

个体 应激 反应 是否 缓解 等

• 修订 干预 计划

重新 收集 资料 ，并 对干 预措 施进 行相 应调 整， 以利 于目 标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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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曼 简 介
知识点1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的 主 要 内 容
知识点2

纽 曼 系 统 模 式 与 护 理 实 践
知识点3

纽曼的系统模式



课堂反馈 CL A SS RO O M
FRE E DB AC K



1. 按照纽曼的观点，为控制或减少应激源宜采取的干预方式是

2. 纽曼的健康系统模式中，属于三级预防的是

3. 健康系统模式的提出者是

A . 一级预防 B . 二级预防 C . 三级预防

D . 一级预防+二级预防 E . 二级预防+三级预防

A . 加强体育锻炼 B .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C . 偏瘫病人的功能锻炼

D . 改善饮食习惯 E . 预防接种

A．Neuman B．Roy C．Orem D．Leininger E．Nightingale



4 . 流感高发期，学校组织在校小学生注射流感疫苗，属于哪一级预防行为

5 .张某，男，35岁，因车祸外伤入院，这种刺激属于

6．有关纽曼系统模式中弹性防御线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一级预防 B． 二级预防 C． 三级预防

D． 早期预防 E． 次级预防

A . 主要刺激 B . 相关刺激 C . 固有刺激 D . 有关刺激 E . 刺激

A． 位于个体防御系统的最外层 B． 是一个虚线圈

C． 受系统5个变量的影响 D． 是后天获得的，与个体生长发育无关

E． 可由于失眠等原因迅速削弱其防御效能



布置作业 AS S IG N M E N T



张某，女，58岁。病人自幼喜食腌制食品，近两周发现进

食时下咽困难，入院后经钡餐及组织活检诊断：食管癌。

问题：

（1）人作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开放防御线系统有哪几条？

（2）试用纽曼的系统模式说明对该病人的护理干预措施？



感谢聆听!
T H A N K Y O U F O R L I S E N I N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