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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并发症 

糖尿病是与营养密切相关的终身性慢性病，也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而糖尿病并发症是糖尿

病患者致残和减损寿命的主要原因，控制患者的血糖，是避免因高血糖而导致并发症的有效方

法。 

    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可危害患者周身器官，高血糖会造成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出

现高血压、血脂异常，严重者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或脑出血；也可因肾脏三级血管病变异致

肾功能衰竭，出现蛋白尿；还可引起神经系统损伤，造成痛觉过敏或消失；或血管病变，使肢

端活动受限，肌无力，便秘，阳痿，胃轻瘫，严重者发生糖尿病足，出现足部溃疡、坏疽而需

截肢；也可因视网膜病变致视物不清，严重可致患者失明。 

    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常已进入老年期，且老年患者因记忆衰退致服药不正常，或进食不

规则，易诱发低血糖昏迷，或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因此防治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对

于老年患者更为重要。 

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 

糖尿病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而是其并发症会造成严重后果，糖尿病并发症高达 100

种以上，其中以心脑血管病变造成的死亡率最高，约为 50%，其次是肾病，占率 10%，因并发

症造成截肢约为 85%，视网膜病变为 95%。 

   患者只要将血压、血糖、血脂长期稳定控制于良好状态，可预防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

展，平时日常作息应维持情绪的平和，适当参加文康活动，保持运动习惯；饮食方面注意糖分

摄取、保持标准体重，忌辛辣甜腻食物及烟酒；患者于服用降血糖药时，须及时掌握下降情况，

避免过低反应；患者尚需注意皮肤与足部的保养与护理，以免感染或坏疽的发生，当皮肤有干

燥、粗糙或裂纹时，须以润肤乳液保养，尤其患者足部皮肤感觉减弱，对于过冷或过热的物体

皆需多加小心。 

中医药防止和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中医对于糖尿病及并发症的记载已逾 2000 多年，消渴症为其中医病名统称，在长期医疗

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糖尿病及并发症的经验，近 20 年以中医辨证论治法较西医单纯

服用降血糖药，也有明显疗效，所以采用中西医结合防治是有相辅相成之效，西医药可达到有

效于短期间降低患者血糖，搭配中医药对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不适症状加以改善，明显降低糖

尿病并发症致死、致残率。 



    由于中药具有降低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胰岛素抵抗、改善微循环、导正血液流变学异常

等多种作用，对于尚未发生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在配合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中药治疗，得

以防止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发生。 

    临床上中医药对于患者并发病的治疗有如： 

1、 对糖尿病性心脏病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和理气的中药辩证施治，以改善患者胸闷、憋

气、心悸、气短的临床症状，达到强化心功能与改善心肌缺血。 

2、 对糖尿病性脑血管病，以清开灵、血栓通、川芎嗪、丹参注射液等进行静脉点滴，以化

痰开窍，活血通络，配合中药益气养阴、化痰通腑、活血化瘀的治疗，将可改善脑循环

与脑缺氧，保护脑细胞，缩小梗死面积作用，病情稳定后配合针刺治疗，使病人肢体功

能提前恢复，明显缩短病程。 

3、 对糖尿病性肾病用中药分期辩证论治，分别以滋补肝肾、益气活血、健脾补肾、化瘀通

络、调补阴阳、通腑泻浊等治则治疗，可使病人尿白蛋白明显减少，改善肾功能，延缓

糖尿病肾病肾功能衰竭的进程。 

4、 对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用中药滋补肝肾、凉血止血、活血祛淤等治疗，可促进眼底出血、

渗出的吸收，明显提高视力。 

5、 对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以中药的水煎药、静脉滴点或外洗，并配合穴位按摩，可使病

人下肢麻木、疼痛、感觉障碍等症状减轻或消失，并能提高感觉和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牛樟芝配伍中药防治糖尿病与其并发症的临床应用 

临床上中药应用于糖尿病与其并发症的活血化瘀常用药有：丹参、赤芍、川芎、桃仁、红花等；

益气养阴药有黄耆、人参、太子参、生地、麦冬等；另以药理研究功效具降低血糖作用核有：

黄耆、人参、玄参、黄精、枸杞、地骨皮、葛根、黄连、桑白皮等；调脂作用有：山楂、泽泻、

灵芝、何首乌、决明子、茵陈、绿茶等。许多活血化瘀药同时也具降低血黏度、改善血管微循

环作用。  

    牛樟芝的功效为清热解毒、消痈散结、利咽、清肝泻火、散瘀止痛，对于糖尿病与其并发

症的治疗，可与活血化瘀药配伍，其药理研究功效是在降血糖与降血脂，且具修复微血管的功

能，相较于传统中药治疗消渴症的用方，可以得到更好疗效，尤其对于心脑血管并发病变的糖

尿病患者，也适合长期保健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