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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饮食的丰富多样化，糖尿病患者发病率也逐

步上升，越来越成为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在糖尿病治疗中饮食与调护极为重要，为了探讨饮

食护理在糖尿病患者中的重要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糖尿病患者的预后提供一定的临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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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eople’s biochemical ways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 rich 
and diversified diet,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patient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Diet and car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dietary care in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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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tic pati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provide some temporary ideas for the 
prognosis of diabe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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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消渴定义是以多饮、多食、多尿，或伴体重减轻甚至消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在中医相关经典

古籍中，《内经》首先提出消渴的病名，并有消瘴、肺消、膈消、脾痒、消中之称[1]。消渴作为现代医

学里说的糖尿病，同时也是一种比较难以彻底治愈的疾病[2] [3] [4]。不同人群均可患糖尿病，因为目前

发病机制不明确和临床表现不典型，故临床上存在很多分型。而中医依托的辨证论治对应的特色治疗及

护理也随分型不同而有所差异。祖国传统医学中许多经典古籍对消渴病也有诸多论述，今天临床的诸多

基本治疗原则及措施都可借鉴古籍中的记载。其中《内经》记载了消渴病的发病机理和诸多治疗方法。

《素问·奇病论》：“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原因为喜食肥甘厚味，辛辣刺激食物，导致

机体内生湿热。致使脾胃运化水谷中的功能失去平衡，三大营养素代谢障碍。王焘《外台秘要方》也强

调消渴病的治疗及护理应以饮食调护为前提。历代医学家对于消渴病的记载为如今的糖尿病治疗提供了

不少经验，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药膳处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要求消渴病患者要戒烟戒酒、限咸

食和高糖食物，同时治疗上防止外伤。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在《河间六书·宣明论方》也指出了消

渴病的并发症有真菌的感染和视网膜病变。故消渴病的病因复杂，治疗方法类型多样，临证应以“以病

为纲，以证为据”的原则，以“调态维稳、祛邪复稳”为治疗大法，方可奏效。 

2. 病因病机 

2.1. 中医病因 

中医对于疾病的病因主要是：“饮食劳倦情志困，土木相仇病乃成；一气周游天人运，升降枢纽祖气

根；”先天票赋不足，以阴虚体质为主。消渴发生的病因主要是“无水”，使津液亏耗，内生燥热[5]。《灵

枢·五变》云：“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饮食失宜，过食肥甘厚味，易伤脾胃，壅郁生热，化燥伤津

而发病。《素问·通评虚实论》说明了饮食习惯对该病的影响，大量进食高脂肪食物导致脾胃消化吸收功

能减弱。此外脾胃调节功能失调者体质常肥胖浮肿，这类人群易患消渴病。因此对于消渴病中肥胖浮肿患

者应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清淡易消化为主，治则以健脾益气。在消渴病的发生发展分期过程中主要调理

脾胃功能促进机体对水谷的消化和吸收，改善机体的营养状态[6] [7] [8]。另外长时间的精神刺激也会影响

机体的五脏六腑，如怒伤肝导致体内肝火旺盛，气血代谢异常诱发消渴病。《灵枢·五变》中也强调消渴

病的病机之一为肝气郁结导致气血不畅损伤胃阴，即郁热伤津。同时劳逸失度，灼伤肾火，累及肺胃。房

室过度，肾精不足，体内虚火旺盛。最终致使脾、胃、肺、肾等脏腑出现问题从而诱发消渴病。 

2.2. 西医病因及发病机制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由于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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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和(或)利用缺陷所引起[9]。高碳水化合物、高脂肪、及缺乏蛋白质引起体内三大营养素代谢紊乱，

导致的高血糖会影响身体多个系统。分类主要分为 T1DM 与 T2DM。T1DM 体内 β细胞被破坏，胰岛素

分泌不足。T2DM 主要发病机制是胰岛素抵抗和 β 细胞功能缺陷，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机体无法有效

利用胰岛素，无法降糖。或者胰岛素分泌正常，但机体对胰岛素不敏感，难以有效利用胰岛素，出现胰

岛素抵抗。而“消渴病”相当于西医的“糖尿病”。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由于糖尿病分类居多，

故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病因不同，即便为同一类型，也有其中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患者自身的基因

缺乏、生活条件、免疫功能的共同参与。 

2.3. 病机 

病机，具体包括疾病的发展，发生以及疾病的变化过程和发生机制。消渴病的病机主要是① 先天禀

赋不足，即遗传因素，这里主要指 2 型糖尿病，很大一部分患者属于阴虚体质。② 饮食欠规律，暴饮暴

食，醇酒厚味，饮食习惯不规律，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机体内生湿热过多。③ 情志失调，郁久化火，

肝气郁结，损失津液。长期过于紧张，精神压力过大，情绪暴躁波动大，耗伤津液。④ 劳欲过度，肾精

亏虚，素体阴虚，或因房事不节，损耗阴精，导致体内产生虚火及阴虚火旺，因此体内缺少精血和其他

阴液的缺乏，导致肾虚肺燥胃热现象。其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综上所诉遗传因素、饮食、情志、过度

劳累等对消渴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甚大。其中饮食欠规律对患者的胃肠道影响非常大，导致脾胃功能的调

节作用减弱，机体产生大量的湿热，损伤胃阴，导致湿热积聚。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比较容易损伤脾胃。

此外长时间超负荷劳动也会损伤患者的肝肾。故治疗消渴病需要通过消渴病在疾病发展的各阶段所累及

的脏腑，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具体的疗法要根据辨证论治来进行治疗。如上消需要清热润燥、保肺

生津。下消消食肾阴，中消则需清胃泻火。《医学心悟》中对于三消的治疗原则也有阐述可理解为上消

滋阴清热养阴为主，中消主要是因为胃热炽盛，所以需要清胃泻火及健脾益气。下消则需温阳补肾、滋

补肾阴。 

3. 消渴病的药物及针灸疗法 

消渴病治疗中医药药物疗法可分为以下几种疗法：肺热津伤证用消渴方加味治疗、胃热炽热证用玉

女煎加味治疗、气阴两虚证用七味白术散加味治疗、肾阴亏虚证用六位地黄丸加味治疗、阴阳两虚证用

《金匮》中肾气丸加味治疗。同时中医医师还可指导患者服用葛根这一中药。因为葛根性凉，可以健脾

清阳、生津止渴，改善消渴病患者小便泄利不止这一问题。同时研究证实葛根中的成分可促进胃肠道蠕

动，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而且还可以促进肝脏排毒和降低血压和血脂。西医的药物疗法主要包括两方

面：根据血糖变化情况口服降糖药与注射胰岛素两种疗法。另外适当的针刺疗法对消渴病的并发症也具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消渴病的患者常会胃部不舒服，会出现腹胀、便秘等问题，因此针刺胃脘下俞、肺

俞、脾俞、肾俞、三阴交等穴位可缓解这些现象。针刺这些俞穴不但可以调理脾胃、保肺生津、温阳补

肾，还能在治疗视力障碍、手脚麻木、糖尿病足这些消渴病的并发症治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见，

药物疗法与针灸疗法在临床上虽然是一线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治疗效果比较显著，但是会让人产生依赖

性，如果间断性的停降糖药会导致糖化血红蛋白不稳定，对糖尿病的预后调护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从而

会干扰临床医生的治疗及患者的健康。而与饮食疗法相比，饮食疗法更具有可行性，是使血糖始终保持

在可控范围，因此是控制糖尿病的根本大法[10] [11] [12]。 

4. 饮食护理在糖尿病中的重要性 

控制饮食疗法是治疗糖尿病非常重要的措施之一[13]。《素问·腹中论》就有“数言热中、消中，不

可服高粱、芳草、石药……”唐代孙思邈明确了饮食疗法，将其放在治疗的最高位置。他著名的的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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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提到了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可概括为低碳饮食法，指出糖尿病病人要少食淀粉类升糖食物，清淡饮

食。他的《千金方》论述了合理饮食习惯对控制消渴病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医护人员根据疾病的变化及

时调整饮食，注意饮食宜忌[14]。合理的饮食习惯对于治疗及控制糖尿病是非常有帮助的。科学合理的饮

食不增加胰岛 β 细胞的负担，并且能使餐后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水平，还能保证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

而饮食调护的总原则是个性化饮食方案，定时定量。采取营养均衡的饮食搭配、定时定量进餐、清淡饮

食、少量多餐。糖尿病生活方式指导原则要做到如下几点：制定合理的作息时间、适当进行体育运动、

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戒烟戒酒、保持良好的心态、遵医嘱合理用药。老年糖尿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

体，其特殊性表现在糖尿病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同时老年患者文化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他们的

理解能力差别较大，记忆力差。有些患者喜食肥甘厚腻食物、烹饪食物多油多盐、对于含糖量高的食物

缺乏一定的鉴别力。但是随着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饮食控制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就要护理人员掌握好相关知识并做好膳食指导，使血糖趋于稳定[15]。《黄帝内经》中提出药食同源是中

医食疗理论的基础，健康合理的饮食护理教育和饮食方案对延缓 DM 的病理进程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与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6] [17]。中医护理的精髓是辨证施护，两者均是注重人、病、证三者之间的关系，药

膳饮食处方干预 DM 病人血糖是护理人员的常用手段[18] [19]。而采用中医辨证施护方法更具有针对性，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中医饮食疗法有利于血糖的控制，这种方法安全、经济，可以长期坚持应用。

由此，注重中医饮食护理措施的实施，并从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对于更多的糖尿病患者是一件有利

的事情[20] [21]。DM 的发病因素多样且机制复杂，仍然是困扰老年人群的世界性难题之一，近年来，众

多学者通过中医药食疗法对辅助降低 DM 病人血糖方面的探索，证实了中医药膳能够辅助降低血糖并改

善 DM 病人的生存质量[22] [23]。通过对中药多糖降糖机制的学习，将其与 DM 饮食护理相结合，研制

具有中医特色的药膳处方，开展较大规模的疗效评价研究，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4]。因此饮食护理

与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相辅相成，对 DM 的治疗具有重大影响。 

5. 小结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糖尿病目前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但糖尿病的许多临床症状可以通过科学规范

的治疗得到缓解，并发症得到防治。俗话称其为“不死的癌症”。虽然难以彻底治愈和治疗周期漫长，

但是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其中饮食疗法变得越来越重要。陈欢[25]与王坤[26]的研究充分凸显了中医

饮食干预在血糖控制中的重要性。周关芬[27]等研究说明中医饮食护理干预还有助于调节糖尿病患者的脂

质代谢，很多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与血脂代谢异常密切相关，故维持正常的脂质代谢，有助于预

防心血管等并发症。患者一定要正确认识饮食疗法，因为糖尿病最根本的治疗方式是饮食治疗。对于患

者来说一定要养成合理的饮食习惯。其他治疗必须以饮食疗法为基础前提，目标和关键点就是要降低患

者的血糖。所以生活中一定要减少高碳水化合物、高糖的摄入。这就需要医护人员全面科学合理调节患

者日常饮食结构，使之不但能保证机体营养素、微量元素数量和比例合适，纠正机体糖代谢紊乱，还能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通过重视饮食调护和和遵医嘱长期用药才能取得理想治疗效果，且疗效才能持久。

综上所述，饮食疗法在糖尿病的治疗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糖尿病患者更应该从饮食疗法入手，

既可以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还能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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