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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护理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疾病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马 佳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多系统、多器官，并表现出多种自身抗
体。本文探讨了中医护理在SLE患者疾病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通过文献综述和实际案例分析，发现中医护理在缓解
病情、减轻副作用、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中医护理方法包括草药治疗、中医养生、心理护理等，这些

方法为SLE患者提供了一种全面的、个体化的疾病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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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多发于青年女性的慢

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体内产生针对自身组织的

抗体，导致多器官和系统的损害。SLE的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包括发热、疲乏、关节痛、皮疹、光过敏等症状，

严重者可累及肾脏、心脏、肺脏等重要器官。尽管现代

医学在SLE的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长期使用大剂
量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带来的副作用依然是一个重

要问题。因此，探索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尤其是中医

护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中医护理作为一种整体观念和个体化治疗策略，通

过草药治疗、中医养生、心理护理等多种方法，旨在调

节患者内在环境，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从而达到改善

病情、减轻副作用、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本文将详细

探讨中医护理在SLE患者疾病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以期
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1��概述

1.1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定义与概述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慢性弥漫性结缔组织

病，其核心机制为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导致自身组织受

到攻击。该疾病病因复杂，涉及遗传背景、环境因素以

及雌激素水平等多重因素。SLE在育龄女性中尤为常见，
特别是10到40岁的年龄段，女性患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
男性，比例约为9:1，揭示了性别因素在疾病发病中的重
要作用。

1.2  SLE的临床表现及对患者生活的影响
SLE的临床表现呈现多样化特点，患者可能出现发

热、对光敏感、皮疹、淋巴结增大、肌肉关节疼痛以及

头疼和疲劳等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在外貌和自信心方面

给患者带来困扰，还可能累及肾脏、心血管和神经系统

等多个关键器官，引发蛋白尿、血尿、心悸、胸闷以及

头痛、偏瘫、癫痫等严重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严重削弱

了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对生活质量造成了深远

的影响。

1.3  现有治疗方法及其局限性
SLE的治疗策略通常涵盖多重疗法，其中包括药物治

疗、光疗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药物治疗方面，非甾体

类抗炎药、抗疟疾药物、免疫抑制药物和皮质类固醇等

均为常用选择。然而，这些药物在长期使用时可能会引

发一系列副作用，如骨质疏松、感染风险增加等，且无

法从根本上阻止疾病的进展。因此，当前研究的重点已

转向探索更为安全、有效的新疗法，以期提高SLE患者的
生活质量，并延缓或逆转疾病进程。

1.4  中医护理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演进和人们健康观念的日益更

新，中医药学在医疗保健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医

护理作为中医药学与护理实践的完美结合，致力于研究

人体健康维护与疾病防治中的护理难题，并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护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在

SLE患者的管理中，中医护理通过运用整体观念、辨证施
护等核心理念，旨在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其

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不仅为SLE的治疗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方法，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医护理学的理论体

系和实践经验。

2��中医护理的理论基础

2.1  中医护理的基本理念
中医护理根植于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致力于维护人体阴阳

平衡及五脏六腑的和谐运作。在中医看来，人体健康的

核心在于“气血津液”的平衡状态，而护理工作的核心

正是通过各种手段调整这些生命元素，使之恢复和谐。

这一理念在SLE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尤为重要，通过调和气
血津液，不仅能够缓解病情，还能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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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2.2  中医对SLE病因病机的认识
中医理论认为，SLE的发病根源在于体质易感、先天

禀赋不足及后天调养失当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

用，导致肝肾阴亏、情志内伤、劳倦过度或房室不节，

进而打破阴阳平衡，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受阻，形

成气滞血瘀、经络阻隔的病理状态。中医的这种独特认

识为SLE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强调通过调整
阴阳、调和气血、和脏腑，从根本上恢复身体的自然平

衡，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2.3  中医护理在慢性疾病管理中的应用
中医护理在慢性疾病管理中，特别是在SLE的管理

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依据患者的体质特征和

病情变化，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护理计划，综合运用草药

治疗、饮食调护、情志调护、运动疗法等多种手段，

与西医治疗相辅相成，共同提升治疗效果。中医护理注

重整体调理，旨在从根本上缓解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

量，减少疾病复发，是SLE患者全面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3��中医护理在SLE 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3.1  草药治疗
（1）草药的选择与配伍
草药治疗SLE时，药物的选择与配伍至关重要。根

据中医理论，SLE多因热毒积聚、阴阳失调所致，因此
治疗时应以清热解毒、调和阴阳为原则。常用草药包括

生地、玄参、金银花、板蓝根等，这些草药具有清热解

毒的功效；同时，针对SLE患者的不同症状，如关节疼
痛、皮肤红斑等，还需配伍使用如当归、白芍、川芎等

草药，以活血止痛、滋养肝肾。草药的选择和配伍需根据

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由专业中医师进行个性化调整。

（2）草药的煎煮与服用方法
草药的煎煮方法直接影响其疗效。一般来说，将所

选草药放入砂锅或不锈钢锅中，加适量清水浸泡半小

时，然后用武火煮沸，再改用文火煎煮半小时左右。煎

煮过程中需不断搅拌，以防草药粘锅或烧焦。煎煮完成

后，将药液滤出，分早晚两次服用。服用时需注意药液

的温度，避免过热或过冷刺激胃黏膜。同时，患者需遵

医嘱按时按量服用草药，以确保疗效。

3.2  中医养生
（1）饮食调理与营养支持
在SLE的饮食调理中，中医强调“药食同源”，通过

合理的饮食搭配，既能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又能辅助

治疗。建议患者多食用具有清热、滋阴、养血功效的食

物，如绿豆、百合、莲子、枸杞等，避免食用辛辣、油

腻、刺激性食物，以免加重病情。同时，根据患者体质

和病情，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确保营养均衡，增强

身体免疫力，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2）起居调养与生活方式的调整
起居调养对于SLE患者同样重要。中医建议保持规律

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避免熬夜，确保充足的睡眠。

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过度劳累，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

保持心情愉悦，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此外，适当的运动

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散步、太极拳、瑜伽等，这些运动

既能增强体质，又能促进气血运行，有助于病情的稳定

和康复。通过起居调养与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能够更

好地管理自己的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3.3  心理护理
（1）情志护理与情绪管理
情志护理在SLE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医

理论认为，情志活动与脏腑功能息息相关，过度的情绪

波动可能会加剧SLE的病情。因此，情志护理的核心在于
通过温和的交流、引导性的冥想、放松训练等策略，帮

助患者学会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绪，避免陷入过度的焦虑

与抑郁之中。这些措施旨在促进患者的自我情绪调节能

力，鼓励他们积极表达内心的感受，并建立起积极的心

理防御机制。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疾病，不仅能够促进身

心的和谐统一，还能辅助药物治疗，从而提高整体的治

疗效果。

（2）心理支持与康复教育
心理支持是SLE患者在康复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一个由专业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团队，应当为患者提

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并接受自

己的病情，从而减轻心理负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与此同时，康复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它涵盖了SLE的基
本知识、自我管理技巧、药物使用的注意事项以及日常

生活中的调整建议。通过定期举办的康复教育课程，患

者能够系统地学习并掌握疾病管理技能，这不仅有助于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

而加速康复的进程。

4��中医护理对SLE 患者症状缓解的作用

4.1  对关节疼痛与肿胀的改善
中医护理在缓解SLE患者的关节疼痛与肿胀方面表现

出显著效果。通过针灸、拔罐、推拿等中医理疗手段，

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从而有

效减轻关节炎症状。同时，结合中药熏洗、热敷等外治

法，进一步加速炎症消退，缓解疼痛与肿胀，提高关节

活动度，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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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皮肤损害的修复与减轻
SLE患者的皮肤损害常表现为红斑、皮疹等，中医护

理通过内外兼治的方式，对皮肤损害进行修复与减轻。

内服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功效的中药，调节体内气

血平衡，减少皮肤炎症；外用中药药膏或洗剂，直接作

用于皮损部位，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加速皮损愈合，减

轻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恢复皮肤健康状态。

4.3  对疲劳与乏力症状的缓解
中医护理注重整体调理，通过调整患者阴阳平衡，

改善气血运行，有效缓解SLE患者的疲劳与乏力症状。采
用针灸、艾灸等中医理疗方法，刺激相关穴位，激发机

体潜能，提高身体免疫力，增强体力与精力。同时，结

合中医饮食调养，补充身体所需营养，增强体质，从根

本上改善疲劳与乏力，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5��中医护理对SLE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5.1  生活质量的评估方法
生活质量的评估在SLE患者的康复过程中至关重要。

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国际通用的生存质量量表（如SF-36
量表）以及中医症候量表等。这些量表从生理、心理、

社会功能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躯

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精神健康等多个

方面。通过定期评估，可以客观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变

化，为制定和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5.2  中医护理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效果
中医护理在提升SLE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效果显著。通

过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理疗手段，结合中药调养，

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如关节疼痛、皮肤损害

等，从而减轻病痛，提高舒适度。同时，中医护理还注

重心理调适和情志护理，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增强自信心和战胜疾病的信心。这些综合措施

共同作用，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5.3  中医护理对患者社会功能的影响
中医护理不仅关注SLE患者的身体健康，还重视其社

会功能的恢复。通过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

中医护理有助于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社交活动。此外，中医护理还强调饮食调养和生

活方式调整，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

质量，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这些措施有助于

患者重拾生活信心，提高社会参与度，实现全面康复。

6��中医护理对SLE 患者疾病复发的预防作用

6.1  疾病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SLE（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复发受多种因素影响，包

括自行减停药、感染、劳累、妊娠、日晒、手术等。据

研究显示，病程小于7年、发热、皮疹、停糖皮质激素和
抗Sm抗体阳性共存的患者更容易复发。此外，患者的生
活习惯、心理状态以及用药不当也是导致复发的重要因

素。因此，针对这些危险因素，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对

于降低SLE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
6.2  中医护理在预防复发中的策略与方法
中医护理在预防SLE复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

通过辨证施治，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中医调养方案，包

括中药调养、针灸、推拿等，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

力。其次，注重情志护理，帮助患者调节情绪，保持平

和的心态，避免因情绪波动导致疾病复发。此外，中医

护理还强调饮食调养和生活方式调整，如避免食用辛

辣、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过度劳累

等，从而降低复发风险。

6.3  中医护理对复发率的降低效果
中医护理在降低SLE复发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通

过综合调理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中医护理能够

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发作次数。同时，

中医护理还注重预防感染性疾病，降低感染风险，从而

减少因感染导致的复发。此外，中医护理还能够改善患

者的免疫功能，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抵抗力，进一步降低

复发率。研究表明，接受中医护理的SLE患者复发率明显
低于未接受中医护理的患者。

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护理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治
疗与康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中药

调养、针灸推拿、情志护理等多种手段，中医护理不仅

能够有效改善SLE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还能
显著降低复发率，帮助患者实现全面康复。未来，随着

中医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医护理在SLE治疗中的应
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为更多患者带来健康和希望。同

时，我们也应积极推动中医护理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共

同探索更加高效、安全的SLE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更加
全面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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