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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糖尿病大国，中医药是我国糖尿病防治的

重要手段，指南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近年

来，我国相关学术团体陆续发布了多部糖尿病中医药

相关指南。本文结合近期发布的《中国 2 型糖尿病防

治指南（2020 年版）》[1]（以下简称 2020 版《指南》）

中医学内容修订过程，对糖尿病中医药相关指南现状

进行梳理分析。

1 2020 版《指南》中医药内容修订六大亮点

2017 年，中医药首次纳入《指南》，单列“糖尿

病与中医药”一章。2020 版的修订，结合新的进展

和需求，广泛征求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世界中医药联会

等学术组的 400 余位中西医专家意见，经过多次讨论

成稿。

亮点之一：进一步明确肯定了中医药在糖尿病

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 2020 版《指南》最大

的中医亮点 [2]。将第 19 章的标题，由原“糖尿病与

中医药”修改为“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在“要点

提示”部分，清晰、明确地阐述了中医药的重要作用：

中医药在糖尿病治疗中具有协同降糖、改善症状和体

征、防治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及三级预防中发挥重

要作用。

亮点之二：重视中医学理论传承。2020版《指南》

概述了糖尿病的中医学理论源流和传承脉络，补充

了分类辨证（脾瘅、消瘅）、分期辨证（郁、热、虚、

损）、三消辨证（上消、中消、下消）、三型辨证（阴

虚燥热、气阴两虚、阴阳两虚）等临床常用辨证方

法和研究成果。

亮点之三：重视循证证据和中医学特色的结合。

2020 版《指南》既遵循循证医学指南的要求和方法 [3]，

选取高质量中国原创临床研究证据和高水平论文，同

时也重视中医学特色，实事求是地客观看待传承千年

的中医学经验和特色。

亮点之四：重视临床需求，解决防治问题。围绕

着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期及并发症期各阶段的疾病

特点与中医药现状， 对优势病种和特色疗法进行了

推荐。

亮点之五：增加了针灸、中药外治等非药物治疗

手段。

亮点之六：为方便为非中医学专业人员学习和应

用，增加了中医证候术语的注释。

2 糖尿病中医药相关指南现状

本次修订参考了既往多部糖尿病相关中医指南。

通过检索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华

中医药学会标准化办公室等网站，排除无中医药内容 / 
章节、重复发表等内容，共获取近年发布的 16 部糖

尿病中医药相关指南，具体见表 1。
通过下表可看出，我国近 10 年来中医糖尿病相

关指南得到高度重视和快速发展，有如下特点趋势：

（1）指南制订受到中西医重视：糖尿病中医指南发布

单位，除了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

协会等权威学术组织外，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等机构也参与指南编写和发布；同时外科、

感染等学科的参与，体现糖尿病作为全身性疾病，得

到中西医多学科的重视。（2）中医药内容纳入国家指

南：近年来，糖尿病中医药防治内容逐步纳入现代医

学指南中；近期发布的 2020 版《指南》[1]、《中国老

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 年版）》[4]等指南，都纳入

了中医药内容，尽管篇幅只占一个章节，但标志着中

医药正融入国家糖尿病防治指南体系，提高了中医药

的影响力和指导性。（3）制订方法和内容逐步规范：

早期指南多以专家共识作为标准，近年来质量相对

较高的随机对照研究和系统综述逐步增多；指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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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糖尿病本病，逐步扩展到糖尿病前期的“治未病”、

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治结合”，积累的证据日渐增多，

中医指南制订方法逐步规范；同时接轨国际，部分指

南也同步发布英文版和国际指南 [20]。（4）指南的使

用人群逐步扩大：指南的使用人群，从局限于中医内

分泌和中西医结合内分泌科专业医师，逐步扩大非中

医专业的内分泌科从业医师和其他学科中医师也可参

照使用，覆盖范围兼顾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

3 糖尿病中医药指南内容分析

3.1 中医学理论和辨证治疗

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

论，如“三消理论”[21] “三型辨证”[22] “分期辨证”[23]

等；对糖尿病的辨证治疗，在部分指南中存在较大差

异，给临床决策带来一定困扰。早期指南制订多采用

专家共识和建议，以临床专家经验为主；随着循证方

法的引入，高级别证据的不断增多，指南证据和推荐

意见逐步完善规范。中医传统经验和现代循证证据之

间，如何平衡，需要根据指南使用对象和需求的不同，

进一步探索。

3.2 糖尿病中医学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手段是中医学特色疗法之一，近年越

来越受到重视。如《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2019
版）》纳入了中药外敷等疗法 [9]；本次 2020 版《指南》

修订，也补充和推荐了针刺、中药熏洗等非药物疗

法 [1]。尽管很多非药物疗法，如针灸、中药熏洗等

需要专业人士指导和操作，但是通过指南的方式，让

临床医生知晓这些方法，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选择。

3.3 糖尿病预防调摄

中医饮食、情志疗法、生活调摄和养生，内容丰

富，临床受到患者欢迎，但是很多循证证据不多；尽

管多部指南有提及，但是只是列入原则，如“清淡饮

食”[24]“调和脾胃”[25]“修身养性”[16]等，缺乏具

体内容和操作方法，值得今后研究者重视。

4 指南修订的思考和展望

近年来，糖尿病中医指南的制订在我国学术界

得到广泛关注，指南数量日益增多，但中医指南的制 

表 1 2011—2021 年发布的糖尿病中医相关指南

指南名称 发布时间 制订机构 发布期刊 指南内容

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20 年版）[1] 2021 年 4 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华糖尿病杂志 / 中
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中医章节：第 19 章
“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 

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
  （2021 年版）[4] 2021 年 1 月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中华
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

中华糖尿病杂志 / 中
华老年医学杂志

中医章节：第 19 章
“老年糖尿病和中医药学” 

糖尿病前期病证结合诊疗指南 [5] 2021 年 3 月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
会内分泌与代谢病专业委员会

世界中医药 中医指南

2 型糖尿病病证结合诊疗指南 [6] 2020 年 11 月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
分会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

中医杂志 中医指南

中医糖尿病临床诊疗指南 [7] 2019 年 1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中

华中医药学会网站
中医指南

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
  （2019 年版）（Ⅴ）[8] 2019 年 6 月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
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中华
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再生分会

中华糖尿病杂志
中医章节： 糖尿病足
溃疡的中医药治疗

中医治未病实践指南  
 糖尿病足高危人群 [9] 2018 年 9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发布 中医指南

国际中医药糖尿病诊疗指南 [10] 2017 年 10 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科学出版社 中医指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医临床
 诊疗指南（2016 年版）[11] 2017 年 4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 中医杂志 中医指南

糖尿病前期中医药循证
 临床实践指南 [12] 2017 年 3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杂志 中医指南

中医眼科临床诊疗指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2016）[13] 2016 年 10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发布 中医指南

糖尿病中医药临床循证实践
 指南 （2016 版）[14] 2016 年 6 月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中医
药防治糖尿病临床研究联盟

科学出版社 中医指南

糖尿病足溃疡中医循证
 临床实践指南 [15] 2015 年 10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中医指南

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 [16] 2011 年 2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中医指南

糖尿病肾病中医防治指南 [17] 2011 年 2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中医指南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中医防治指南 [18] 2011 年 2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中医指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中医防治指南 [19] 2011 年 2 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中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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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现代医学指南有较大不同，无国内外成熟指南参

考，高质量的循证证据不足，中医糖尿病指南在探索

中前进，在传承中创新。

4.1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尽管中西医的知识体系不同，但中西医指南都是

为临床医生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在“中西医并重”

的方针指引下，中医指南既要独立发展，明确定位和

作用，也应融入到现代慢病防控体现中来，与时偕行，

发挥自身作用和优势。

在糖尿病整体防治体系中，中西医应该“美美

与共”，各展所长，共同对抗糖尿病。中医药的特长

和治疗目标，不是单纯降糖，更要在改善生活质量，

防治糖尿病前期“治未病”，防治和延缓并发症这些

方面发力，这些在 2020 版《指南》推荐意见中已经

明确体现。

中医药逐渐被纳入现代医学糖尿病指南体系，需

要实现“指南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宣教统

一、评价统一”。本次 2020 版《指南》中医内容修订，

是“指南统一”的重要标志，有力推动了中医药融入

国家糖尿病综合防治体系，有利于中医药推广和糖尿

病中西医协同防治。

4.2 从“少知少行”到“知行合一”

指南的落实推广和制订同样重要。笔者前期在修

订《指南》中医学内容时，对临床医生调查发现，临

床医生对中医药多持欢迎态度，对中医非药物疗法有

较高兴趣，希望中医药能帮助解决现代医学疗效不佳

的临床问题。尽管中医药逐步纳入现代医学指南，但

是临床推广仍不理想，其中既有指南本身问题，如指

南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证据质量低、推荐意见

不一致，中医学内容理解障碍等，也和宣传认知和推

广不足密切相关 [26]。通过 2020 版《指南》修订和推

广，让临床医生明确中医药在糖尿病防治中的作用，

进而使用中医药解决临床问题，提高诊疗水平，达到

“知行合一”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国糖尿病相关中医指南发展迅速，

数量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升，但仍面临着循证证据

不足、方法学有待完善、总体质量不高、临床推广不

够等问题。在今后指南制订过程中，需要更多中西医

专家学者参与，制订更贴近临床，能指导实践，可提

高治疗水平的高质量糖尿病中医药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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