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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100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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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糖尿病发病率
的升高，老年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1]，我国糖尿病患
者占总人口的 1%~1.012%，仅次于肿瘤及心血管疾
病，被列为第三大疾病。 随着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
病率的增加，人们对该疾病的治疗也越来越重视，因
此，积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对于提高生活质
量、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中西医
结合疗法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疗效。 现报
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0年 3月 ~2011年 3
月收治的 2型糖尿病患者共 200例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 100例，女性 100例，年龄 40~78岁，均符
合国际卫生组织对 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所有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100例，两组均含糖
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神经病变及周围血管病
变患者各 25例。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和病症类型等
一般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具有可比
性。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降糖方案，给予二
甲双胍 50%mg，3次 /d， 饭中口服，4周为 1个疗程。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服用中药汤剂。 组方：
茯苓 10%g、丹参 15%g、熟附子 15%g、地龙 10%g、麦冬
15%g、玄参 15%g、黄芪 20%g、天花粉 10%g、川芎 10%g、
伸筋草 10%g、山药 15%g、牡丹皮 10%g、黄柏 10%g。出现
胸闷、肝郁等症状者加白芍 10%g、柴胡 10%g、延胡索
10%g；气虚不足者加人参 15%g；小便频数加吴茱萸 10%
g、乌药 10%g。1剂 /d，水煎分 2次服用，4周为 1个疗
程。 定期测量血糖并记录两组患者相关指标。
1.3%%%%疗效判定 参照《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西医诊
治学》[2]。 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显著改善，证候积分
减少≥70%，空腹血糖及餐后 2%h血糖回归正常，或
下降≥40%，或空腹血糖＜7.2%mmol/L，餐后 2%h 血
糖＜8.3%mmol/L， 糖化血红蛋白值下降≥30%，24%h
尿糖量较治疗前下降≥30%或＜10%g；有效：临床症
状及体征有明显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空腹血
糖及餐后 2%h血糖下降≥20%，但未及显效程度，或
空腹血糖＜8.3%mmol/L，餐后 2%h血糖＜10%mmol/L，

糖化血红蛋白值下降≥10%，24%h尿糖量较治疗前
下降≥10%或＜25.0%g； 无效： 空腹血糖及餐后 2%h
血糖下降程度不及有效要求，糖化血红蛋白值、尿糖
无改变或下降不明显。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3.0 软件分析数据。
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1.5%%%%治疗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及并发症缓解率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表 2。

表 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表 2%%%%两组并发症缓解情况比较 例（%）

2%%%%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糖尿病的发病率逐

年增加，有统计表明我国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 4%100
万[3]。 糖尿病并发症是导致糖尿病患者病死率和致
残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何种治疗方法降低
患者的血糖水平、缓解临床症状、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率及提高治疗率显得尤为重要。 从中医学的角度而
言，糖尿病归类为“消渴”，其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患
者体内湿热致痰滞留，气阴两虚而燥热使瘀血阻滞、
湿邪内盛所致。糖尿病神经病变是由于消渴日久，血
行不畅、气阴两虚、脉络癖阻、不通则痛、久病入络多
瘀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及并发症
缓解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主要以中药针对其并发症对症治疗， 西药抑
制糖吸收等降糖治疗为辅，两者配合应用，临床效果
满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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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100
100

61
32

28
36

11
32

89
68

组别 肾病 糖尿病足 神经病变 周围血管病变

治疗组
对照组

20（80）
11（44）

23（92）
10（40）

%%18（72）
7（28）

22（88）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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