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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病的中医护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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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渴病首见于《古今录验方》，该病虽非绝症，但因为护理不当、情志失常、饮食不节、药物使用异常导致消渴病的变证多发。本

文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消渴病的中医护理研究进展，通过阐述消渴病的病因病机，综述目前临床中医护理消渴病的方式方法，并进行相关

的讨论，以期为消渴病的中医护理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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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病的致病因素可总结为起居失常，食饮不洁所致，因此采

用中医传统护理技术有利于消渴病的控制和预后。近年来，采用辨

证论治、审因论治以及治病求本的基本理念治疗和护理消渴病取得

了良好效果。 

1  消渴病的病因病机 

中医对于消渴病的病因病机认识，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时

代，在《灵枢·五变》曾记载：“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指出

当风、寒、暑、湿、躁、火等外邪侵入人体，且五脏不得得到充分

的滋养时，易出现内外合邪，进而导致消渴病的发生。同时患者多

出现脾虚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心脉难以滋养，最终累及心肺，造成

湿热下焦，小便短赤，味甘尿浊的症状。鲁剑梅[1]根据病例溯源追

因的办法，分析出消渴病的基本病机是脾气虚弱，病机的关键在于

脾肾两虚。陈冰[2]等专家学者对文献古籍进行综述，证明消渴病最

初的病因为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郁火伤阴，同时发现通过早

期中医护理技术可以有效地控制消渴病的发生。姜威[3]等专家学者

通过文献研究和病例分析认为糖尿病肾病乃消渴病迁延日久，脏腑

受损，夹杂实邪，瘀血既是本病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吕树泉
[4]等专家学者认为临床期糖尿病肾病的病机主要为“脾肾两虚，瘀

血阻滞肾络”。由此可以证明消渴病与先天禀赋、饮食失常、起居

无节等有密切相关。 

2  消渴病的中医护理技术 

2.1 消渴病的常规中医护理技术 

中医常规护理技术包括情志护理、中药香薰护理、中医养生功

法护理等中医适宜护理技术。消渴症作为因为长期生活习惯失常导

致的慢性疾病，中医情志护理技术可以有效削弱因为情志失常导致

的肝郁气滞，中医养生功法护理技术结合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因

饮食不节、起居无常导致的肥胖、体弱患者可以增强体质，提升机

体免疫力，逆转脾胃气化失常的状况。李先尧[5]通过随机分组研究

消渴－肺热津伤证患者的中医护理效果，发现给予消渴－肺热津伤

证患者中医护理方案效果显著，能改善其临床症状，提高其满意度，

值得采用。冯凤[6]通过文献整理、病历回顾的方法研究消渴病肾病

早期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路径，结果证明消渴病肾病早期中西医临

床护理路径体现了中医护理辨证施护，提高护理质量，提升患者满

意度。甘秀军[7]发现疏血通静滴联合雷火灸治疗消渴病并发面瘫的

治疗效果理想，证明在中医治疗的上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中医护

理，取得理想效果。范厚琼[8]探讨中医护理技术应用于消渴病痹症

的临床效果，证明在消渴病痹症的治疗过程中，将中医护理技术应

用于消渴病痹症的效果更理想，临床上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孙红
[9]探讨中医护理干预对于消渴病患者生活质量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影

响，证明中医护理干预能够改善消渴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桑迪[10]分析消渴病中医护理方案实施现状，患者认

为可以从中医护理方案中获益，证明消渴病中医护理方案的实施，

能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患者依从性高。 

2.2 消渴病的中医药浴护理技术 

消渴症作为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疾病，多会因患者体质和护理环

境的变化产生变证，进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根据目前中医

对于消渴病的护理技术研究发现，中医药浴护理技术可以有效的患

者的机体不适感，同时易于操作，便于患者在家以及医院进行护理。

苏雪艳[11]采取对比实验研究消渴病痹症患者采用中药熏洗护理的具

体措施及效果，结果证明消渴病痹症患者经过中药熏洗护理干预可

有效提高神经感觉、运动传导速率，改善患者症状表现，提倡推广

应用。张明明[12]研究中药熏洗在消渴病痹症中医临床方案中的应用

及效果，通过对消渴病痹症患者实施中药熏洗治疗后，取得显著效

果，能改善患者病情。丁华丽[13]观察以中药熏洗为主中医按摩、穴

位艾灸等方法配合的中医护理方案在消渴病痹症中的临床应用效

果，证明中药熏洗和中医按摩、穴位艾灸等传统中医药方法对于改

善和治疗消渴病痹症具有显著的效果，对于提高糖尿病患者的满意

度与提升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 讨论 

消渴病作为一个慢性疾病，其并发症较多，因而仅靠医院几天

的治疗和护理，仅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虽然目前中医护理技术

治疗消渴病患者已经逐步走向临床，但目前的中医护理方案的评价

主要由责任护士的主观认识来判评，护理效果的评价由患者的感受

来评价，缺乏客观的指标以支撑患者相关病症的护理效果，因而常

会出现护理效果与主观评定不相符的症状，在未来护理效果评价

上，可以通过护理专家进行论证，建立客观的评价指标以及标准，

以期以更科学的评判方法来验证中医护理技术对于哮喘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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