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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随着人们饮食规律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当糖尿病合并其他疾病时,血糖水平的高低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很大影响。在药物治疗控制血糖的同时,
中医护理在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重要。该文总结了近年来中医护理在糖尿病及其合并症中

的研究进展,进一步探讨了今后中医护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趋势,以期为今后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提供一定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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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betes

 

mellitus
 

is
 

a
 

common
 

basic
 

metabolic
 

disease
 

in
 

clinical
 

practice,and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mellitus
 

is
 

on
 

the
 

rise
 

year
 

by
 

year
 

as
 

people's
 

dietary
 

patterns
 

change.When
 

diabetes
 

is
 

combined
 

with
 

other
 

diseases,the
 

level
 

of
 

blood
 

glucose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While
 

con-
trolling

 

blood
 

glucose
 

with
 

medication,the
 

role
 

played
 

by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in
 

diabetes
 

and
 

its
 

comor-
bidities

 

is
 

also
 

very
 

important.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CM
 

nursing
 

in
 

diabetes
 

melli-
tus

 

and
 

its
 

comorbidities
 

in
 

recent
 

years,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trend
 

of
 

TCM
 

nursing
 

in
 

diabetes
 

mellitus
 

pa-
tients

 

in
 

the
 

future,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ertain
 

guidance
 

for
 

the
 

care
 

of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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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

缺陷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主要表现的代谢性疾病,现
已成为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后对健康的第三大威

胁,全球发病率超过1.7亿[1-2]。此外,糖尿病患者因

其血糖水平的升高,并发心血管和肾脏疾病的风险增

加,导致患者生活质量受损、预期寿命缩短[3]。尤其

是在糖尿病患者合并肾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

变及妊娠时,患者恢复时间延长,甚至增加发生并发

症的可能性[3]。鉴于对这些风险认识的日益提高,中
医护理的介入成为改善糖尿病及糖尿病合并其他疾

病患者预后的契机[4]。中医护理在运用中医理念及

传统中医理疗技术改善糖尿病患者预后的同时,结合

患者的合并症、心理状态、饮食情况等,以患者为中

心,优化各种护理细节,更好地促进糖尿病患者的整

体恢复。基于此,本文对中医护理在糖尿病及其合并

症中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探讨了今后中医护

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趋势,以期为今后糖尿病护

理方案的完善提供帮助。
1 中医护理对糖尿病患者的预后研究

1.1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糖尿病中医护理中的应

用 “治未病”思想是中医整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将

“治未病”思想指导下的中医护理应用于糖尿病患者,
对糖尿病患者的预防、保健、康复及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刘美等[5]基于“治未病”思想,通过研究中医护理

在90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发现在“治未病”思想指导的中医护理下,患者的血糖

水平、机体功能、患者情绪等方面的评分均优于常规

护理的糖尿病患者。万修伟等[6]对120例糖尿病前

期人群进行了研究,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中医“治未病”思想进行综合

护理管理,对2组的生理生化水平进行了检测,研究

发现采用中医“治未病”理论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

综合护理管理,能显著改善患者生理生化指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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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糖尿病发病率。
“治未病”思想是整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是现代预防医学的重要体现,也是指导临床护理工

作的重要指南。目前,“治未病”思想在老年慢性疾病

护理中应用较多,但是在急症、恶性肿瘤、艾滋病等疾

病中涉及较少[7]。此外,“治未病”思想在临床护理中

的运用尚处于初始阶段,与临床护理实践的结合不够

充分,如何将“治未病”思想与临床护理充分结合,改
善患者的预后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1.2 中医护理方式在糖尿病中的应用 随着中医思

想在糖尿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中医护理方式更加规

范化和科学化,指导临床患者护理更加实用与有效。
中医护理方式主要包括穴位贴敷、中药足浴、足部推

拿、中医情志护理、中医饮食护理、运动指导等方式,
临床护理效果显著。闫雪等[8]对90例糖尿病患者进

行了个体化中医饮食护理,研究发现实施个体化中医

饮食护理干预的患者在营养状况、血糖稳定率和护理

满意率方面均优于常规护理组,取得了良好的护理效

果。王瑞华等[9]和刘丽君等[10]对糖尿病患者进行了

中医情志护理干预,研究发现实施中医情志护理干预

不仅可以改善患者血糖波动,还能改善患者的负面情

绪,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能力、提高用药依从率,
最终降低中医证候积分,提高生活质量。杨清灵[11]也

通过研究发现,穴位贴敷结合中医护理可以改善患者

的血糖水平,提高患者满意度。文献[12-14]也得出同

样的结果,发现中医护理在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及改

善预后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通过不同的护理方式在糖尿

病患者的护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显著改善了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及预后。但相关研究表明,中
医护理对2型糖尿病的影响研究较多、效果比较显

著,而对于1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较少,这可能与不

同类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为
临床护理提供有力依据。此外,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中

医护理研究,宏观疗效研究占绝大多数,而微观机制

研究较少。中医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也注重于辨证

施护,患者的个体化护理更加突出,这为护理疗效研

究增加了多样性与复杂性。
2 中医护理在糖尿病合并其他疾病中的应用

2.1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

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5]。尽管血液透析

可有效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治疗后患

者极易发生各种并发症,甚至威胁其生命安全[16]。有

研究表明,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对糖尿病肾病患者的

预后尤为重要[17]。
中医护理以中医整体观念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医

护理方式,在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预后方面有显著的

效果。有学者通过耳穴埋豆联合中医护理方式,发现

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患者的高血压状态、临床症状及

并发症发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18-20]。王孝萍等[21]研

究发现,中医辨证护理可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残余肾

功能、营养指标及中医证候积分,改善临床症状。此

外,也有许多研究通过中医证型分析、艾灸护理、中医

饮食与情志护理、健康指导、营养护理等护理手段,调
节机体血糖水平及肾脏功能,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的

机体状态[22-23]。
2.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

病最常见的临床并发症之一,已成为中老年人失明的

主要原因[24]。相关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主要集中在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阶段,
常用中药改善视网膜微循环,其疗效得 到 广 泛 认

可[25]。此外,中医护理技术通过降低血糖、血脂和改

善其他代谢指标,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具有较好

的护理效果。有研究指出,全息刮片联合中药热熨烫

治疗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缓解患者视力模糊、眼
睛干涩症状,2种方法对视网膜病变进行早期干预,都
可以降低残疾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单纯治疗

效果更好[26]。范燚等[27]通过中药雾化熏眼联合眼部

穴位按摩等中医护理措施,改善患者眼部周围的血液

微循环,提高了患者视力和生活质量。通过中医饮食

护理、中医情志护理、运动指导、中医护理技术及中医

思想等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进行一体化护理,有
效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各项生化指标,巩固了临

床疗效,加速患者的恢复[28-29]。
2.3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糖尿病-远端对称性感觉运

动性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主要特征,以四

肢疼痛、麻木和异常敏感为主要表现,以下肢多见[30]。
此外,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最终会导致糖尿病足,残疾

率和死亡率高[31]。目前,西医以控制血糖和对症治疗

为主,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有一定的疗效,但缺乏特

异性。中医护理以辨证思想为指导,中医护理技术为

支撑,通过疏通经络、激活侧支,帮助气血正常运转,
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研究发现,隔姜灸联合足部护

理可有效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的血糖水平、
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及血液流变学指标,防治了疾病进

展[32]。中药熏洗联合中医护理可以有效改善糖尿病

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下肢神经传导速度,并改善了膝踝

反射情况[33]。中药足浴结合舒适护理,能够促进药效

经皮吸收,改善下肢血运循环的效果,进一步改善神

经感觉传导,提升临床疗效[34]。苏雪清等[35]研究发

现,足部护理可提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胫后神

经与腓神经的传导速度,提高临床疗效。
当糖尿病周围神经病进展为糖尿病足时,患者预

后较差,且加重了患者发生败血症、截肢的风险[36]。
因此,预防糖尿病足患者溃疡、感染和坏疽的发生是

临床护理的重点。在开展护理服务的过程中,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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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所属群体的差异,为患者制定了不同的临床护理

方案。纳入对照组样本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护士需

按规定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还要引导患者在护理服

务过程中调整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护士还需要为

患者讲解糖尿病足的相关知识,提高对疾病的认识。
有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中医护理手段,可有效改善

糖尿病足患者血糖水平、缓解足部疼痛,提高护理效

果[37-38]。但研究主要从血糖控制情况和护理满意度

的角度对糖尿病足中医护理疗效进行分析,缺乏相关

的微观指标检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通过中

医熏蒸、足浴、艾灸等中医综合护理可以极大地改变

糖尿 病 足 患 者 伤 口 组 织 中 B-FGF、EGF、VEGF、
PDGF的水平,改善下肢供血和周围神经功能,促进

溃疡面愈合,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39]。而且临床应用中西医结合护理干预

治疗糖尿病足患者可有效促进足部溃疡创面愈合。
大量临床数据证实,传统中西医结合护理对糖尿病患

者溃疡创面愈合有明显促进作用,具有不良反应少、
患者接受度高等优点,而且与简单的西医护理相比,
中西医护理可以促进创面的愈合,提高生活质量[40]。
但中医护理促进伤口愈合机制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证

据支持,不同的研究设计和许多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

大差异,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威科学研究来证明中医护

理干预在糖尿病足中的作用,为应用该护理方案提供

理论依据。
2.4 糖尿病合并胃轻瘫 胃轻瘫是一种以胃排空延

迟和上消化道症状为特征的综合征,高达50%的1型

和2型糖尿病且血糖控制欠佳的患者有胃排空延迟

现象[41]。在目前的护理措施中,尚无针对糖尿病相关

胃轻瘫管理的规范护理指南,因此,临床护理中存在

不同的护理方案,以造成患者住院时间延长、再入院

率高等问题。糖尿病相关胃轻瘫的标准护理需要多

模式的方法来解决患者恶心呕吐、疼痛、便秘、营养和

血糖异常等临床症状[42]。研究发现,中医护理方式可

有效改善糖尿病合并胃轻瘫患者血糖水平及消化道

症状,与西医或常规护理相比,中医传统穴位疗法、按
摩、针灸、针灸或穴位疗法联合西医和常规护理在治

疗糖尿病胃轻瘫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穴位疗法可提高

护理效率,增强胃排空功能,并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

平[43-44]。此外,以中医辨证思维指导下的饮食护理、
情志护理等方式,结合中医护理技术,也对糖尿病胃

轻瘫患者的血糖水平及临床症状起到积极作用,但目

前缺乏高级循证证据[45-46]。
2.5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是指妊娠期间发病或

首次识别的葡萄糖耐量异常,在所有患有糖尿病的孕

妇中,约80%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其余被归类为糖

尿病合并妊娠[47]。妊娠糖尿病对母婴健康有着很大

危害,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来控制疾病。目前妊

娠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而且单纯的药物治疗

疗效欠佳。中医护理技术辅以饮食、生活、运动等指

导,全面规范的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更好地控制孕妇

体重和血糖水平,防治母婴并发症的发生。相关研究

发现,胰岛素联合中医辅助综合护理干预可显著改善

妊娠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状况和妊娠结局,还可以减少

血管内皮损伤来改善妊娠糖尿病患者的氧化应激失

衡,这可能与胰岛素联合中医辅助综合护理干预有效

控制血糖水平和提高机体免疫力有关,但是缺乏相关

的数据支持[48]。而且个体化的中医护理模式可以调节

患者糖脂代谢,影响患者血糖与血脂水平[49]。此外,情
志护理对妊娠糖尿病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妊娠糖尿病

患者给予中医情志护理联合饮食宣教,可改善患者妊娠

结局和血糖变化,提高新生儿的健康水平[50-51]。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关注患者血糖水平的同

时,更加注重糖尿病合并症的护理。一方面,通过改

善患者的血糖水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同时降低血糖

水平对糖尿病合并症的影响,改善了糖尿病合并症的

预后;另一方面,中医护理通过直接干预糖尿病合并

症,有效缓解患者症状,促进患者功能恢复。但是,目
前研究以疗效观察为主,缺乏相关分子机制研究,而
且关注的指标比较单一,未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3 小结与展望

  糖尿病作为临床常见的基础代谢性疾病,在全球

发病率很高,而且当其合并其他疾病时,其临床用药

和治疗方式等方面更为复杂,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
同时还延长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加重了患者的经济及

心理负担。中医护理以“治未病”思想、整体观念、辨
证施护等理论为指导,根据不同的合并症采用不同的

中医护理方式,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疗

效,控制了患者的血糖水平,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但是,中医护理在取得良好的护理效果的同时,

也有一定的不足。一方面,护理效果的评价指标较

少,评价方式不够系统规范,不同的研究设计和许多

评价指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对于护理效

果的评判,大多数研究者以临床观察为主,检查检验

数据不够全面。中医护理改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

及合并症状相关机制缺乏相关高质量的研究证据支

持,迫切需要更多的权威科学研究来证明中医护理干

预在糖尿病中的作用,为应用中医护理方案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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