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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贴压联合辨证饮食护理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尤思洁 

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耳穴贴压联合辨证饮食护理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方法 时间：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对象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66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与观察组（对照组基础上+耳
穴贴压+辨证饮食护理），对比两组的血糖指标；生活质量以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耳穴贴压联合辨证饮食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血糖指标，确保患者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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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combined with dialectical diet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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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combined with dialectical diet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3 to February 2024, 66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 
dialectical diet care). The blood glucose index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Auricular point sticking combined with 
dialectical diet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change the blood glucose index of patients and ensure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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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主要是由于患者胰脏β细胞功能障碍所引

发的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以及肠促胰素分泌

异常等情况，通常情况下，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其β细

胞功能受损程度约为 49%左右，对其健康构成严重的

威胁。而现阶段中医外治模式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注，

其能够有效地调节患者体内气血，促进患者机体功能

的改善，进而达到控制其血糖指标的效果[1-2]。本文将

探究分析耳穴贴压联合辨证饮食护理对 2 型糖尿病患

者的影响，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对象：2 型糖

尿病患者共 66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共 33 例，男 23 例，女 10 例，年龄为：41-
73 岁，平均年龄为：（54.37±2.26）岁。观察组患者

共 33 例，男 20 例，女 13 例，年龄为：41-73 岁，平

均年龄为：（55.85±2.31）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①强化病情监测，及时明确患者病情状态的改变，

遵循医嘱予以患者全面的用药指导措施。 
②健康教育，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落实全面的健康

教育，使得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具有正确的认知，同时使

其明确遵医行为的重要性，进而确保患者配合度以及

依从性的提升。 
③运动指导，引导患者每日进行适当的运动，根据

患者的实际身体状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运动计划，

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保障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安全。适

当的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热量的消耗，进而达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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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胰岛素抵抗以及高血糖的情况，改善患者的健康

状态，提升其生活质量。运动内容主要以有氧运动为

主，可指导患者饭后 1h 散步，引导患者进行 10min 的

肌肉群拉伸训练，注意训练之前告知患者进行 10-
15min 的热身运动，保障患者的安全，同时实际运动量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而定。 
1.2.2 观察组方法 
①主穴位为糖尿病点、胰、耳中、内分泌、三焦，

配穴为饥点或渴点、肺，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将王不

留行籽放置于 0.7×0.7cm 的胶布中心，同时将胶布压

贴于患者耳部所选的穴位之上，完成后予以患者揉、

按、捏、压的手法进行干预，在进行耳穴压豆干预的过

程中，对患者的状态以及反应进行严密的观察，使得患

者保持持续性的得气感，每 3 天对患者进行一次王不

留行籽的更换，每 10 天为 1 个疗程，共干预 2 个疗

程。 
②中医饮食护理，遵循中医食物与药物同源的原

则，强化对于患者的中医饮食指导，对于肺燥类型的患

者，引导患者在日常饮食过程中提升对于新鲜蔬菜以

及水果的摄入，确保其维生素的供给，同时予以其芦根

水煎服。对于阴阳两虚类型的患者，则予以患者枸杞子

泡茶饮用，在饮食方面，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予以其

猪肾汤，引导其避免摄入生冷类型的食物。对于胃热类

型的患者，日常饮食应当遵循少量多次，清淡易消化的

原则，提升对于新鲜蔬菜、水果以及粗粮的摄入，禁止

摄入生冷、辛辣等类型刺激性强的食物。对于阴虚热盛

类型的患者，则以白面、荞麦等为主食，以西红柿、茄

子、莴笋、黄瓜以及豆腐等为副食。对于血瘀气滞类型

的患者，则以面食为主食，以空心菜、番茄、白萝卜、

洋葱等为副食。 
1.3 观察指标 
1.3.1 血糖指标：包括空腹血糖指标、餐后 2 小时

血糖指标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1.3.2 生活质量：采用 SF-36 量表评定。 
1.3.3 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满意

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血糖指标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 所示： 
2.2 两组生活质量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2 所示： 
2.3 两组满意度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3 所示： 

表 1  两组血糖指标（ sx ± ）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指标 餐后 2 小时血糖指标 糖化血红蛋白指标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33 （8.31±2.06）mmol/L （7.62±1.60）mmol/L （12.22±1.18）mmol/L （11.35±3.16）mmol/L （9.25±1.11）% （7.40±1.51）% 

观察组 33 （8.27±2.10）mmol/L （6.06±0.58）mmol/L （12.20±1.20）mmol/L （8.69±2.10）mmol/L （9.30±1.08）% （5.02±0.23）% 

t -- 0.176 7.469 0.139 5.821 0.196 8.961 

P -- 0.894 0.001 0.924 0.001 0.863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生命质量（ sx ± ） 

组别 例数 
躯体症状 精神状态 心理症状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33 17.23±2.97 19.88±1.32 8.77±1.12 11.79±0.87 4.32±0.55 5.63±0.87 30.41±4.64 35.99±3.07 

观察组 33 16.97±3.01 23.94±3.82 8.89±1.02 15.32±1.36 4.40±0.55 7.94±0.98 30.26±4.58 47.20±6.61 

t -- 0.197 4.120 0.143 6.816 0.226 5.221 0.129 11.254 

P -- 0.852 0.001 0.958 0.001 0.819 0.001 0.97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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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满意度[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3 12 12 9 72.73% 

观察组 33 20 12 1 96.97% 

χ2 - - - - 7.543 

P - - - - 0.006 

 
3 讨论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国内有学者指出：糖

尿病的发生与患者自身的饮食习惯、遗传因素、以及环

境因素存在密切的联系。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认为糖尿

病患者主要是由于素体阴虚、饮食不合理、心理压力过

大等因素所引发的肺燥、胃热、肾虚，进而导致糖尿病

的产生。在对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以除燥、养阴的

原则进行干预。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耳穴贴压+辨证饮食

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在耳穴贴压中所选取的皮质下穴、

三焦穴为主穴，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选取了交感穴、

直肠穴等穴位胃配穴，通过对患者进行耳穴压豆干预，

起到了调节患者内分泌、刺激胰腺代谢的效果[3-5]。同

时据相关研究显示：予以患者耳穴压豆干预，能够有效

地对相应穴位产生刺激，达到调和经脉、促进血脉畅通

的效果，进而增强干预的效果。同时配合辨证饮食护

理，此类护理模式是以患者证型为基础制定全面的饮

食干预措施，对于阴虚热盛类型的患者，主要以清热养

阴类型的食物为主，避免摄入刺激性强烈的食物，对于

气阴两虚患者，则遵循健脾益胃的原则，对于血瘀气滞

类型的患者，其具有气血湿气重、体质偏寒的特点，因

而饮食过程中避免其摄入生冷类型的食物[6-8]。通过全

面地干预，显著改善了患者的血糖指标，进而保障其生

活质量的改善。 
综上所述，耳穴贴压联合辨证饮食护理可显著改

善患者血糖指标，确保患者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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