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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应用 

鞠昕诺 

山东中医药大学 

【摘  要】目的：研究慢性病防治过程中利用中医养生保健的效果。方法：选取医院慢性病 80 例为对象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其中对照组运用常规治疗方法，观察组利用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对比两组患者症状缓解率以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的症状缓解率、生活质量评

分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临床上在防治慢性病的过程中，利用中医养生保健的方式，效果显著，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还可以

优化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运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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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生活中，许多人长时间处在饮食、睡眠不规律的情况下，

慢性病开始频繁出现，给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长此以往，

难以完全根治，还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导

致患病的患者非常痛苦，还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带来影响，为家庭带来

较大的负担。由此，防治慢性病开始变成了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有关

研究表示，中医养生保健的方式，可以有效预防慢性病，延缓慢性病的

发展进程，减轻人们的痛苦，得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因此，下面重点

分析中医养生保健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应用效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慢性病 80 例为对象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全部的患者中包含男性患者 45 例，女性患者 35 例，年龄 50-77 岁，

平均患者年龄（60.16±3.32）岁，包含糖尿病患者 30 例，高血压患者 27

例，慢阻肺患者 23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资料，并未发现存在明显差异（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药物治疗方法。 

观察组利用中医养生保健方法： 

1.2.1 中医情志养生保健 

医护人员综合患者的身体实际情况，从稳定患者情绪，调节患者情

志方面实现防治慢性病的效果。医护人员要主动积极和患者展开交流，

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分析患者接受治疗方案的程度。采用有效的交流

提高患者的信任程度，让患者轻松接受治疗方案，促使患者保持愉悦的

心情。医护人员通过让患者意识到自身认识的不足，树立起患者治疗的

自信心，进一步帮助患者减轻症状，优化患者生活质量。 

1.2.2 中医运动养生保健 

医护工作人员要科学合理引导患者，展开适宜自己情况的运动，包

含散步、太极拳等。在患者运动时要给予他们及时的提醒，要注意运动

的强度和时间，坚持劳逸结合的原则，展开适当的运动锻炼。而且，医

护人员要传授给患者正确的气功练习技巧，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睡眠状

态。患者在睡觉之前适当练习气功，有助于患者保持放松的心态，让患

者保持平和的情绪，安稳入睡。 

1.2.3 中医食疗养生保健 

医护人员给患者提供饮食护理过程中，要按照患者本身的饮食偏好、

四季变化等方面，制定出针对性的饮食计划，帮助患者保持营养均衡状

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比如针对高血压患者来说，要让他们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多吃低糖、

低脂、富含维生素的食物；针对冠心病的患者来说，要让他们食用清淡

食物，食用具备降血脂功能的食物；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需要提示患

者选择食用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 

1.2.4 中医技术养生保健 

防治慢性病不仅可以选择上述疗法，还可以为他们提供针灸、足浴、

按摩等疗法。医护人员为患者家属提供按摩指导，方便家属在患者睡前

给他们进行按摩，选取患者的部分穴位进行按摩，帮助患者改善睡眠状

态。另外，每天晚上，患者睡觉前还可以采用温水泡脚的方式，时间半

小时，帮助患者改善血液循环状态，提高养生保健效果。 

1.3 观察指标 

1.3.1 对比两组患者症状缓解率 

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改善：患

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精神状态较好；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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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出现加重情况。 

症状缓解率等于控制率与改善率的和。 

1.3.2 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利用医院所自制的 SF-36 量表的方法，对比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满分百分制，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更好。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资料均输入到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当中进行处理和分析，

差异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的方式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症状缓解率 

观察组的症状缓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症状缓解率[n（%）] 

组别 控制 改善 无效 症状缓解率

观察组（n=40） 25（62.50） 13（32.50） 2（5.00） 38（95.00）

对照组（n=40） 22（55.00） 11（27.50） 7（17.50） 33（82.50）

X2    7.970 

P    0.001 

2.2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患者（P＜0.05），具

体情况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健康 躯体疼痛 活力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情感职能

观察组 40 89.6±6.3 88.3±6.4 82.4±6.5 85.2±7.5 91.5±5.2 88.3±7.5

对照组 40 74.1±6.2 67.8±8.3 70.6±5.6 74.1±8.3 82.3±5.6 76.3±6.8

t  14.710 12.280 11.320 12.417 15.650 16.57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慢性病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大部分以老年人为主要患病群体，

直接对患者的器官功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巨

大的威胁。常规治疗方法，主要以药物治疗方法为主，忽视了患者的心

理状态。而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利用，可以通过结合情志、运动、饮食、

技术等方面的养生保健方式，让患者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进而帮助患

者缓解疾病症状。 

因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医院重点采用中医养生保健的方式，能

够提高患者症状缓解率，还能够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结

果直接表示中医养生保健在防治慢性病当中的运用价值。另外，为了更

好地完善中医养生保健防治慢性病的对策，还要做好下面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慢性病防治网络。防治慢性病是一项卫生事业管理工作，

属于长期性的工作范畴。医院要在防治慢性病工作中需要及时更新观念，

制定出适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计划，构建防治慢性病的体系，将其当作公

共卫生事业中的重点内容。并且还要结合地方经济水平和总体慢性病流

行趋势，发挥出中医养生保健的作用，履行医疗卫生保障职能。 

第二，加强中医养生保健文化的宣传力度。中医养生保健文化属于

一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不同的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存在不同的文化特质，对就诊人群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做好

中医养生保健文化的宣传工作，可以提高建设卫生服务体系的速度，还

能够提高居民中医养生保健文化素养，有助于居民改善自身健康情况。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的有关人员要关注做好中医养生保健文化的宣传工

作，利用社区宣传、开设讲座的方式，增进居民、工作人员对中医养生

保健的认识，利用中医养生保健文化宣传小手册、社区宣传栏、社交平

台的方式实施宣传，营造出良好的中医养生保健的氛围。 

第三，主动积极选择使用中医适宜技术方式。现如今，防治慢性病

的总体趋势是常规慢性病健康管理以及疾病的综合管理，结合患病人群

的具体情况做好干预，中医适宜技术属于中医养生保健当中的特色服务，

在防治慢性病当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政府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纳入到

慢性病防控体系中，发挥出中医适宜技术的真正优势，辅助防治慢性病

工作的高效开展。而且利用中医药服务来推动“医养结合”产业的进步

和发展，展示出在老年人群体中中医药的重要性，构建起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养老产业模式，为防治老年群体慢性病

提供较大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宣传中医养生保健的理念，发挥出中

医养生保健的真正作用。 

总而言之，防治慢性病的过程中利用中医养生保健的方式，可以让

患者尽快控制疾病发展进程，有效帮助患者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运用价值比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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