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学, 2022, 11(6), 1113-1117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2.116160  

文章引用: 贾鸿安, 王山, 柳卓, 许瑞, 巩应霞, 苗俊芳, 王渭昭, 吴慧娟. 中医护理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疲劳现状及

展望[J]. 中医学, 2022, 11(6): 1113-1117. DOI: 10.12677/tcm.2022.116160 

 
 

中医护理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疲劳现状及展望 

贾鸿安1，王  山2，柳  卓2，许  瑞1*，巩应霞1，苗俊芳1，王渭昭1，吴慧娟1 
1甘肃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甘肃 兰州 
2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2年9月26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31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9日 

 
 

 
摘  要 

随着近年来医疗卫生服务理念的逐渐完善发展，患者的主观感受也被重视，疲劳作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患

者常见的主诉之一，其产生原因和机制尚不明确，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疲劳症状易被忽视，疲劳

的相关护理研究也较少，文章综述疲劳中医护理现状，以期为类风湿关节炎疲劳中医护理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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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patient’s subjective feeling was also taken seriously. Fatigue as one of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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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complaints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the causes and the mechanism are not clear, and fatigu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re easily neglected, fatigue related nursing re-
search is less. The article reviews status quo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fatigue,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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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目前常见的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多以高度侵蚀性、对

称性多关节炎为特征，最终结局将可能导致患者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而疲劳作为 RA 的常见主诉，具

有普遍性、侵入性与致残性，经休息仍不能缓解，是目前除疼痛外最困扰 RA 患者的症状[1]。国外研究

显示 RA 患者的疲劳发生率高达 70% [2]，国内研究[3] [4]显示我国 RA 患者疲劳症状处于中等水平，且

作为疾病活动期表现，其发生率在 60%以上。疲劳是 RA 患者的主观感受，大多数患者不曾记得被医生

问及疲劳的问题[5]，但其影响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患者生活质量低下，对于 RA 患者来说减

轻疲劳亦是一项重要需求，却难以被解决[6]。本文现将疲劳护理现状综述如下，以期为 RA 患者的照护

提供参考与借鉴。 

2. 类风湿关节炎疲劳的定义 

目前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疲劳并没有一致性定义，大多数学者将 RA 疲劳定义为：是一种与活动强度

无关的势不可挡和无法控制的持续性的无力和虚弱感，它不会轻易被睡眠或休息所消除[7]，其不可控性

与不可预测性对患者身心健康、社会功能、认知功能等造成严重影响。中医对 RA 疲劳亦无统一定义，

针对疲劳将其描述为：“倦怠”、“懈怠”、“四肢不欲动”、“精神萎靡”等。 

3. 类风湿关节炎疲劳的影响因素 

纪超娜等[8]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影响 RA 患者疲劳的因素主要为确诊时间、晨僵持续时间、

与子女居住情况、复诊情况、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家庭负担情况。高蕾[4]的研究结果显示，疲劳与疼

痛(相关系数 r 为 0.495)、焦虑(相关系数 r 为 0.536)、抑郁(相关系数 r 为 0.481)、睡眠质量(相关系数 r 为
0.425)、躯体功能(相关系数 r 为−0.554)、自我效能(相关系数 r 为−0.599)及社会支持(相关系数 r 为−0.389)
均存在相关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中疲劳与疼痛、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呈正相关，与躯

体功能、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呈负相关。万媛等[9]通过研究发现得出 RA 患者疲劳水平偏高，其中疼痛

程度、抑郁、家庭人均月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且疾病不确定感、心理弹性亦与之相关。魏亭亭等[10]
探讨 RA 患者疲劳程度与其疾病活动度的关系得出，RA 患者的疲劳程度与疾病活动度相关，疲劳可降低

生活质量，通过控制疾病活动度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疲劳程度。而赵睿学[7]的研究发现湿热可能是造成 RA
疲劳发展的最主要致病要素，提出治疗时不仅要重视湿热，还要区分湿和热、孰轻孰重，谨慎调整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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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和祛湿药的比重，寒温并用，分而治之，注意益火以生气，取少火生气之意；泻火以救气，乃壮火散

气之用；破气而降火，是为气郁化火，气有余便是火的具体应用；益气而敛火当是甘温除热之意。以期

及早扭转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由此可见，RA 患者疲劳程度与疾病活动度、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情感认知等诸多因素相关，在护

理 RA 疲劳时应综合考虑，为患者选择最佳护理方案。 

4. 类风湿关节炎疲劳的不良影响 

万媛等[9]调查发现多数 RA 患者对疲劳重视不足，在就诊时无法准确描述，加之临床诊疗时也更偏

重于关节疼痛、肿胀等可测量的客观指标，因此疲劳易被忽视。但是 RA 疲劳的确给患者造成一系列不

良影响，王璐等人的[11]研究发现，疲劳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关系，是影响 RA 患者生活质量的

因素之一。HAMMAM 等[12]研究发现超过 40%的 RA 患者存在疲劳症状，也是导致 RA 患者睡眠障碍的

主要因素，何晓芳等[13]研究亦得出睡眠障碍对 RA 患者病情发展、身心健康及生存质量影响极大，疲劳

可以造成 RA 患者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又进一步加剧疲劳感，持续的全身性疲惫感觉干扰日常活动、

兴趣减退、情感脆弱、疼痛敏感性增加。 
基于此，如若不能有效缓解 RA 患者疲劳，将对 RA 患者的生活质量、睡眠质量等产生重大的负面

影响，这提示临床医务人员评估并且探寻缓解 RA 患者疲劳症状方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5. 针对疲劳中医护理的主要措施 

在针对 RA 患者疲劳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对其病因、重要性以及干预管理作明确说明[14] [15]。现

代医学常用抗抑郁、抗焦虑、镇静等药物对各类型疲劳症状实施干预，但长期用药易伤及脏器功能，而

中医则强调整体观，以平衡阴阳为主，从而促进机体恢复健康状态，亦是当前治疗疲劳的理想方法。 

5.1. 耳穴埋豆联合疗法 

孙慧敏等[16]应用耳穴埋豆联合放松疗法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疲乏效果进行评价，其结论是耳穴埋豆

联合放松疗法可以明显改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疲乏，有利于疾病康复。王丽芬等通过[17]耳穴贴压联合情

志护理疗法护理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术后疲劳综合征，其临床疗效显著，还可以增加患者护理认可度，值

得临床护理推广应用。邓美芳[18]对腹腔镜手术后疲劳综合征患者进行磁珠耳穴压贴联合艾灸治疗后得

出，磁珠有疏通经脉、镇静安神之效，联合艾灸可有温经通络、调和气血，改善睡眠，有效缓解疲劳症状。 

5.2. 灸法联合疗法 

李忠琼等[19]探讨腹针加艾灸结合平衡火罐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其结论是腹针加艾灸结合平衡

火罐治疗可显著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疲劳症状、情绪状态及睡眠质量，提高免疫功能，疗效肯定。

王苗苗等[20]探究隔姜灸联合中医五行音乐疗法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症状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隔

姜灸联合五行音乐疗法能有效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疲劳症状及中医脾肾阳虚证候。胡晶晶等[21]
通过电针背俞穴配合艾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临床效果满意，不仅能缓解其疲劳程度，提升其生活质

量，且安全性好，值得临床广泛应用。杨明艳等[22]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刮痧联合督脉药灸可以患者肌肉

疼痛、僵硬等不适症状，改善患者疲劳程度，促进机体新陈代谢，从而恢复良好的身心状态。 

5.3. 按摩法治疗 

冯伟采用[23]腹部推拿法治疗心脾两虚型慢性疲劳综合征可有效改善疲劳症状，且无任何不良反应，

患者乐于接受。孙志强等[24]经中医按摩结合耳穴贴压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研究结果显示此种疗法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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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善患者疲劳症状及睡眠质量。向澍等通过[25]音乐推拿疗法以此改善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疲劳症状，

其操作简便且临床疗效满意。徐研文等[26]探讨芳香疗法联合按摩干预奥沙利铂化疗治疗的患者对疲劳症

状及周围神经性疼痛的改善效果，其结论是芳香疗法联合按摩能有效缓解疲劳、减轻疼痛等不良反应。

谢芳芳等[27]研究显示，延年九转法作为一种特色中医传统养生功法，能够调节“身”“息”“心”的同

时借助掌心摩擦的热力，温运脾阳辅助正气，促进全身气血运行，能够有效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疲

劳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且锻炼不受时间、场地等限制，值得临床推广。 

5.4. 穴位贴敷治疗 

韩雪等[28]通过研究观察发现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确切，且作用持久，简易方便，

可广泛应用于临床。陈泽仁等采用[29]益气除痰方穴位贴敷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癌因性疲劳，其结

果显示可有效改善疲劳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安全性好。 

5.5. 芳香疗法 

芳香疗法作为一种简单无创且低成本的补充替代疗法，确有改善躯体疾病患者的疲乏程度、负性情

绪及睡眠质量之效，且国外研究者也证实其对躯体疾病相关性疲乏患者的有效性[30]。杨菊兰等[31]将芳

香疗法联合耳穴按压应用于减轻大肠癌手术患者的疲乏程度，疗效满意且操作简便，经济适用。赵雯雯

等[32]研究显示芳香疗法能够有效降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疲乏水平，且这种积极作用与精油种类、剂

量、干预时间有关。 
上述主要总结简易方便、无创伤、患者易于接受且临床效果满意的疗法，除此之外，针刺治疗、针

药并用、穴位埋线、经络刮痧、经皮穴位电刺激等虽是有创疗法但都对缓解疲劳均有满意的临床疗效。 

6. 结语 

本文主要从“无创伤医学”角度出发，整理总结了针对疲劳的中医护理方法，由于 RA 患者的疲劳

症状往往受到忽视，目前针对 RA 疲劳护理的研究仍不足，使疲劳护理成为 RA 护理过程和目标的一个

重要部分。RA 患者往往由于疲劳致使其活动量下降，使得关节僵硬的情况无法得到有效缓解，继而又形

成躯体功能障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不断加重 RA 患者的身心负担。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针对疲劳症

状的评估和护理，为 RA 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护理照护，同时充分调动患者对疾病的自我管理与认知，最

终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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