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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食同源中药干预糖尿病的药理作用机制主要有改善胰岛素抵抗(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调节糖脂代谢紊乱

等& 药食同源中药可以改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在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心肌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中被广泛应用& 基于降血糖药食同源中药的作用特点!在临床治疗和日常食疗保健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目前!

药食同源性降糖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大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而实验研究时动物模型的制备方法以及模型的判定尚

未形成统一标准!且临床试验较少& 未来的研究应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开展系统性的药理作用机制研究!为药食同

源中药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机制研究提供更多依据&

"

应明确各类药食同源中药的降血糖活性成分作用以及其对应

治疗的中医证型!为临床辨证分型和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由于现有研究质量的局限!药食同源中药降糖产品目前处于缓

慢发展阶段!今后!需要在辨证论治和辨证施食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试验!探索药食同源中医药治疗糖

尿病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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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糖尿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

球公共问题之一+!,

- 现代医学认为!糖尿病#K-:V><

F>.B>GG-F9.!SN$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内分泌

紊乱疾病!它以各种方式影响人类身体健康!其并发

症会引起身体组织器官#如肾脏.心脏.眼睛.神经$

的损伤.功能障碍和衰竭+",

- 目前!临床多采用西

药治疗糖尿病!其降糖效果虽明显!但普遍存在药物

不良反应较大.无法预防糖尿病及改善其并发症等

问题+&,

-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历史悠久!而且在医疗保健

领域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中医认为!糖尿病属

于)消渴* )消瘅*等范畴!)消渴*病名首见于'素

问&奇病论(%)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2 何以

得之2 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 消渴病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机体气血津液输

布失常.脏腑阴阳气机逆乱密切相关+),

- 消渴的主

要病因是五脏柔弱.过食肥甘.情志失调.房劳过度

等!关键病机则是阴虚内热+',

- 近年来!大量专家

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寻找治疗糖尿病的中药-

与西药相比!中药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在降低血糖

的同时有助生理调节!能起到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多

种并发症的作用+*,

-

自古至今!中国就有)药食同源*的说法!认为

食品与药品相通!食物也具有保健作用- 古代先贤

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各种食物和药物具有相

同的性味和功效!许多食物既可药用也可食用-

'黄帝内经太素(记载%)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

为药物*!这是关于药物和食物之间联系最早的阐

释!两者互相联系!难以区分+%,

- 近年来!)药食同

源*中药干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引起了许多学者的

重视!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综述如下-

=>药食同源中药干预糖尿病的药理作用机

制

=A=>改善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9G-/ J>.-.F<

:/O>!73$是 " 型糖尿病 #FQE>" K-:V>F>.B>GG-F9.!

I"SN$的基本发病机理!即胰岛素生理效应的降

低!表现为脂肪.骨骼肌.肝脏等外周组织对胰岛素

敏感性降低等+1,

!其最重要的临床特征是高血糖及

伴随而来的高胰岛素血症+2,

- 因此!改善 73在糖

尿病的治疗中至关重要-

73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研究发现!胰岛素抵

抗的发生与胰岛素受体.胰岛素受体底物#-/.9G-/

J>O>EFAJ.9V.FJ:F>!735$家族.磷脂酰肌醇 & 0激酶

#-/A.-FAGG-E-K & 0Y-/:.>!b7&c$.4Nb活化蛋白激酶

#4Nb0:OF-T:F>K EJAF>-/ Y-/:.>!4Nbc$+乙酰辅酶4

羧化酶#:O>FQGOA4O:JVAWQG:.>!4LL$.丝+苏氨酸激

酶.肿瘤坏死因子
,

#F9BAJ/>OJA.-.H:OFAJ0

,

!IPe0

,

$等因素密切相关+!( 0!!,

- 多项研究证明!黄精多

糖能够显著改善糖尿病大鼠的空腹血糖 #H:.F-/;

VGAAK ;G9OA.>!eU8$和胰岛素水平!作用机制可能与

其提高了组织735 0" 的表达水平!增强了胰岛素敏

感性!从而改善了糖尿病大鼠的 73有关+!" 0!&,

- 肖

作奇等+!),在研究玉竹多糖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机制试验中发现!玉竹多糖可能通过调节b7&c和过

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物受体
2

#E>JAW-.AB>EJAG-H>J:<

FAJ0:OF-T:F>K J>O>E 0FAJ!bb43

2

$信号调控通路!进

而改善73- 许拓等+!',通过给予枸杞多糖干预高糖

高胰岛素处理 6>E 8" 细胞模型!检测细胞胰岛素

信号传导通路中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表明!中.高

浓度枸杞多糖可改善 6>E 8" 细胞的 73!作用机制

可能与其提高胰岛素信号传导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有

关- 韩胜强等+!*,研究表明!人参皂苷 e" 可通过促

进胰岛素抵抗 &I& 0]! 脂肪细胞中 8]?I0) 和

735 0! B3P4相对表达!激活 b7&c+4YF信号通路!

从而改善胰岛素抵抗- 吴英萍等+!%,在胰岛素治疗

基础上加用黄芪多糖治疗糖尿病大鼠 ' 只!测定

eU8.IPe0

,

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结果提

示!黄芪多糖可以通过调控 IPe0

,

水平减轻 73!

联用组治疗效果优于单用胰岛素- 葛根素可下调肝

脏胎球蛋白U水平!从而激活 4Nbc+4LL通路!促

进4Nbc磷酸化!抑制 4LL活性!改善 I"SN小鼠

肝脏73

+!1,

-

=A?>抑制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糖尿病发生发展

的重要原因之一- 炎症细胞浸润.白细胞介素#-/<

F>JG>9Y-/$ 0* 和 7]0!

*

水平升高等可导致炎症反

应发生!引发糖尿病- 多数糖尿病患者伴随炎症反

应症状!组织器官中可见明显的炎症细胞浸润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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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因子增加+!2,

-

多项研究+"( 0"",分析枸杞多糖对大鼠外周血.肾

脏.脾脏髓源抑制性细胞及血浆炎症因子的影响发

现!枸杞多糖可诱导髓源抑制性细胞募集!减少炎症

因子的生成!从而发挥抗感染的作用- 高糖环境下

核转录因子#/9OG>:Je:OFAJ0

'

U!Pe0

'

U$信号通路

被糖基化终末产物#:KT:/O>K ;GQO:F-A/ >/K EJAK9OF.!

48\.$ 等激活是造成炎症细胞浸润及炎症因子释

放的原因之一+"&,

- 研究发现!玉竹多糖可能通过抑

制磷酸化氨基末端蛋白激酶活性和Pe0

'

U的表达

来降低机体炎性反应!从而有效降低糖尿病大鼠血

糖水平+") 0"',

- 葛根素同样可通过抑制 Pe0

'

U信

号通路来减少高糖诱导的 35L2* 促炎细胞因子的

表达!从而降低炎性反应+"* 0"%,

=A@>抗氧化应激$氧化应激#AW-K:F-T>.FJ>..!@5$

是指机体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抗氧化防御系统之间失

衡!从而导致机体处于氧化和抗氧化失衡状态!引起

组织细胞氧化损伤+"1,

- 研究发现+"%!"2,

!I"SN患者

的血清丙二醛#B:GA/:GK>MQK>!NS4$.一氧化氮等

氧化标志物显著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9E>JAW-K>

K-.B9F:.>!5@S$.过氧化氢酶等抗氧化酶的活性显

著下降- @5 与 I"NS相互作用!@5 可影响 I"NS

的发生发展!而人体高血糖状态也会通过多途径诱

导发生@5-

在经典糖尿病小鼠模型中!给予枸杞水提物连

续灌胃 "1 K发现!枸杞水提物能够显著降低血清中

NS4的水平!提高 5@S和8560bW的活性!说明枸

杞有助于预防和改善糖尿病的 @5

+&(,

- 徐小惠

等+&!,在研究葛根素对 I"SN小鼠胰腺线粒体氧化

应激损伤作用的实验中发现!葛根素可改善氧化应

激对胰腺的病理损伤!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其调控

573I!+b8L0!

,

信号通路密切相关- 罗汉果是我

国传统中药!其主要活性成分罗汉果皂苷可通过激

活c>:E! 0PJH"+43\通路缓解体内氧化应激损伤!

有效控制糖尿病病情+&",

- 多项研究表明!黄精多糖

对高血糖环境下的高氧化应激状态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同时可提高胰岛素受体的表达+&& 0&),

- 山药多糖

可以通过提高细胞和机体抗氧化能力!抑制氧化应

激及生物大分子氧化损伤!从而有效保护氧化损

伤+&' 0&*,

-

=AC>调节糖*脂代谢紊乱$糖代谢紊乱是指调节葡

萄糖.果糖等代谢的激素或酶发生异常!或组织.器

官发生改变!而脂代谢紊乱指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

机体中脂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异常+&%,

- 人体糖.脂代

谢紊乱会对全身脏器造成一定损害!而糖尿病正是

糖脂代谢紊乱的重要疾病之一-

周骏等+"',研究发现!玉竹多糖能够显著降低

I"SN模型大鼠的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水平!提

高高密度脂蛋白.L肽.胰岛素等水平!蛋白质印迹

法验证了玉竹调节细胞糖脂代谢过程是通过参与

b7&c+4cI途径实现的- 肖遐等+&1,在研究百合多糖

对 ! 型糖尿病大鼠的降血糖作用时发现!百合多糖

能够显著降低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 eU8!

提高胰岛素.己糖激酶.总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的活

性!可能是通过调节糖代谢酶的活性和机体抗氧化

功能实现的- 中.高剂量人参皂苷 3V! 可有效调节

I"SN大鼠糖脂代谢紊乱!降低 737和血清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等含量!作用机制可能与其增强机体抗

氧化能力!降低炎症反应有关+&2,

- 汪光军等+)(,在

研究黄精多糖对小鼠糖脂代谢功能的保护作用中发

现!黄精多糖可以有效保护小鼠的糖脂代谢功能!从

而预防小鼠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研究发现!黄芪葛

根汤中的总黄酮.总皂苷及其配伍均可以起到有效

的降糖.降脂作用+)!,

-

?>改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是众多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

原因之一!微血管结构功能发生改变会导致糖尿病

肾脏病变.视网膜病变.外周神经病变以及心肌病变

等- 现代医学对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确切发病机理

尚未阐明!目前研究认为!其发病机制可能与糖化反

应.氧化应激.细胞因子的表达等因素有关+)" 0)),

-

?A=>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研究发现!黄精皂苷

可以通过阻断[/F+

*

0O:F>/-/ 信号通路!抑制糖尿

病肾损伤大鼠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进程!发挥肾脏

保护作用+)',

- 黄芪甲苷能够通过抑制肾组织内质

网应激缓解肾脏组织细胞过度凋亡!实验发现!使用

黄芪甲苷的糖尿病小鼠肾脏组织明显改善!蛋白尿

减少!因此抑制肾组织内质网应激可能是黄芪甲苷

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的机制之一+)*,

- 沙棘是一

种天然的药食同源性植物!其含有的多种物质均具

有良好的降血糖活性- 研究发现!沙棘籽蛋白肽可

以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对肾脏具

有保护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改善肾脏脂质过氧

化水平有关+)%,

- 韩宇等+)1,在研究人参皂苷 3;! 对

高糖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6c0" 中炎症反应

和纤维化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中发现!人参皂苷

3;! 可通过抑制高糖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炎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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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内皮间充质转变来阻碍肾纤维化进展- 张文杰

等+)2,在研究山药多糖治疗肥胖糖尿病肾病大鼠的

效果研究中发现!山药多糖可改善肥胖糖尿病肾病

大鼠的肾功能!还可调节肠道微生态!其作用呈剂量

依赖性-

?A?>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应用$黄芪甲苷和

枸杞多糖能够减轻糖尿病大鼠视网膜氧化应激损

伤!从而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起到防护作用!其作用

机制与调节Pe0

'

U和PJH" 表达量密切相关+'( 0'!,

-

邓立萍等+'", 在试验中发现!葛根总黄酮提取物

(g'* ;&Y;

0!

."#1! ;&Y;

0!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

轻模型大鼠视网膜组织病变程度!明显降低血清中

48\.与糖化血红蛋白浓度!减少血清与视网膜中

7]0!

*

.7]0* 与IPe0

,

水平!除此之外!葛根总黄

酮提取物 "#1! ;&Y;

0! 组亦能够下调视网膜中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T:.O9G:J>/KAFM>G-:G;JA=FM H:OFAJ!

\̂8e$的水平!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具有良好的改

善作用!推测原因可能与其降血糖.抑制 48\.产生

和视网膜 \̂8e的表达有关- 黄精多糖能延缓糖尿

病大鼠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并且对眼部病变有

明显的治疗作用- 机制可能与其抑制糖基化终产

物!改善糖脂质代谢!提高糖耐量等有关+'&,

- 林建

伟+'),在研究沙棘提取物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中发现!沙棘提取物

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其保护作用可能与 E&1N4bc信号通路有关-

?A@>在糖尿病心肌病中的应用$黄芪多糖能改善

心肌超微结构损伤!推测黄芪多糖是通过抑制糖尿

病心肌的氧化应激损伤对糖尿病心脏起到保护作

用+'' 0'*,

- 葛根素可有效恢复妊娠期糖尿病大鼠血

糖水平!降低大鼠血清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

心肌组织bb43

2

蛋白水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

心肌组织 bb43

2

蛋白表达相关+'%,

- 张晓凤等+'1,

研究发现!黄芪甲苷联合葛根素对心肌细胞具有保

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细胞内质网应激及凋亡

相关因子有关- 黄精多糖对 ! 型糖尿病大鼠心肌有

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降低血糖.血脂!抑制炎性

反应有关+'2 0*(,

- 人参皂苷 3V! 可以显著改善糖尿

病小鼠心功能!缓解糖尿病心肌病+*! 0*",

- 刘倩

倩+*&,在杞多糖对糖尿病心肌病大鼠保护作用的研

究中发现!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心肌病大鼠具有保护

作用!可能与枸杞多糖能减轻氧化应激与炎症浸润

相关-

?AC>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的应用$研究发现!

枸杞多糖能够有效抑制糖尿病大鼠坐骨神经中

BI@3+E%(5*c通路的活性!进而促进自噬作用保护

周围神经+*),

- 吴丽娜等+*',给予糖尿病大鼠人参皂

苷3;! 进行灌胃治疗!" 个月后发现!糖尿病大鼠坐

骨神经运动传导速度.感觉传导速度.坐骨神经组织

活性氧.NS4及血清中 IPe0

,

.7]0* B3P4水平

显著降低!提示人参皂苷 3;! 能够通过调节糖尿病

大鼠坐骨神经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表达保护神经-

曾小红+**,在研究葛根素注射液对 " 型糖尿病并发

周围神经病变的实验中发现!葛根素注射液的辅助

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周围神经病变引发的肢体麻

木.疼痛等症状- 侯君等+*%,在研究黄芪黄酮对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大鼠背根神经节氧化应激及细胞凋

亡的影响及机制实验中发现!黄芪黄酮可抑制背根

神经节组织氧化应激反应.细胞凋亡以及 E&1 丝裂

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从而减轻周围神经损伤-

@>结语

综上所述!一些药食同源中药在治疗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

代谢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而饮食治疗是糖尿病综

合疗法的基础治疗方法+*1,

- 药食同源类降糖中药

以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和良好的疗效!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近年来!关于药食同源类中药材降血糖的

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其抗氧化.降血糖.调节糖脂代

谢等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糖尿病的发

生与诸多因素相关!后续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因此!基于降血糖药食同源中药的作用特点!在

临床治疗和日常食疗保健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目前!药食同源性降糖中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大

多处于动物实验阶段!而实验研究时动物模型的制

备方法以及模型的判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且临床

试验较少- 未来的研究应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

开展系统性的药理作用机制研究!为药食同源中药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机制研究提供更多依据-

"

应明确各类药食同源中药的降血糖活性成分作用以

及其对应治疗的中医证型!为辨证分型和辨证论治

提供依据-

#

由于现有研究质量的局限!药食同源

中药降糖产品目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今后需要在

辨证论治和辨证施食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大样本.多

中心的试验!探索药食同源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作

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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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A#)



大鼠糖脂代谢紊乱的作用+C,#食品工业科技!"(""!)&#&$%

&*% 0&%&#

+)(,$汪光军!李九九!何立峰!等#黄精多糖预防小鼠糖脂代谢紊

乱的作用研究+C,#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1"2 0%1&*#

+)!,$丛金凤#黄芪葛根汤总黄酮与总皂苷及其配伍对糖尿病大鼠

肝脏糖脂代谢的影响+S,#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贾琼!冯玉沛!罗向霞!等#从氧化应激角度探讨芪明颗粒对

气阴两虚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眼肾合病患者血清 LQ.0L.

6.Q的影响+C,#时珍国医国药!"("(!&!#%$%!**) 0!**%#

+)&,$郭玉蓉#糖尿病常见微血管病变的相关因素及其中医证型分

布的研究+S,#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

+)),$王焰!查云飞#糖尿病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代谢组学研究进展

+C,#医学综述!"(""!"1#!"$%")*( 0")*)#

+)',$彭静#黄精皂苷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

[/F+

*

0O:F>/-/信号通路的影响+C,#中成药!"(!2!)!#!($%

"'!1 0"'"!#

+)*,$刘红!王增四!高文!等#黄芪甲苷对 5I_诱导的糖尿病大鼠

肾组织内质网应激及 L6@b信号通道的影响+C,#中国医院

药学杂志!"("!!)!#!&$%!&!1 0!&""#

+)%,$舒丹阳!熊犍!刘鹏展!等#沙棘籽蛋白肽对 KV+KV 小鼠降血

糖活性及肾脏保护作用+C,#食品工业科技!"("(!)!#"!$%

&!% 0&"!#

+)1,$韩宇!温玉玮!杜美娟!等#人参皂苷 3;! 对高糖诱导的肾小

管上皮细胞损伤保护作用+C,#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

&'#'$%&1 0)"#

+)2,$张文杰!赖星海!陈佳薇#山药多糖治疗肥胖糖尿病肾病大鼠

的效果观察及对其肾功能和肠道微生态的影响+C,#中国微

生态学杂志!"("!!&&#!$%&% 0)"#

+'(,$[4P8a!p7P5 L!b\P8p!>F:G#@J-;-/:G3>.>:JOM%EAF>/F-:G

AO9G:JEJAF>OF-A/ :/K KQ/:B-OAV.>JT:F-A/ AHbAGQ;A/:F9B.-V-J-<

O9BEAGQ.:OOM:J-K>:;:-/.F.FJ>EFAZAO-/ 0-/K9O>K K-:V>F-OJ:F.X

BAK>G+C,#\WE U-AGN>K #N:Q=AAK$!"(!%!")"#!$%2" 0!(!#

+'!,$余婵娟!赵进东!杨迪!等#黄芪甲苷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病

变的防治作用及对氧化应激通路的影响+C,#中华中医药学

刊!"("(!&1#!!$%!2) 0!2%!"2"#

+'",$邓立萍!谢孟君!祝子喻!等#葛根总黄酮提取物对糖尿病大

鼠视网膜病变的影响分析 +C,#中药药理与临床!"("!!&%

#"$%') 0'2#

+'&,$王艺!彭国庆!陈迪!等#b5b对 5I_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眼保

护作用的临床动态观察+C,#国际眼科杂志!"(!*!!* #&$%

)"1 0)&)#

+'),$林建伟#沙棘提取物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影响

及其机制+S,#唐山%华北理工大学!"("!#

+'',$孙奇林!陈雯洁!赵雪兰!等#黄芪多糖下调心肌 E&1 和核因

子
'

U的磷酸化改善老年糖尿病鼠心脏功能+C,#老年医学与

保健!"("!!"%#"$%&22 0)()#

+'*,$叶婷!马国庆!魏明慧!等#黄芪多糖对糖尿病心肌病大鼠

4Nbc0BI@3通路的调控机制研究+C,#世界中医药!"(""!

!%#%$%2%% 021"#

+'%,$王湘!郭玉芳!王爽!等#葛根素对妊娠期糖尿病大鼠心肌损

伤的影响+C,#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0

"*)'#

+'1,$张晓凤!李姝玉!刘雨梦!等#黄芪甲苷联合葛根素对高糖诱

导的62O" 细胞内质网应激及相关凋亡因子的影响+C,#中国

病理生理杂志!"(""!&1#'$%1(" 01(1#

+'2,$陈婷婷!王国贤!付婷婷!等#黄精多糖对
%

型糖尿病大鼠心

肌炎症的保护作用+C,#中药药理与临床!"(!'!&!#)$%1* 0

2(#

+*(,$李洁#荞精复方制剂对 " 型糖尿病大鼠心肌病变的影响+S,#

唐山%华北煤炭医学院!"(!(#

+*!,$张志良!王嘉睿!赵云跃!等#人参皂苷 3V! 对糖尿病大鼠心

脏功能和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C,#热带医学杂志!"("!!"!

#&$%"*! 0"*'!"%'!&2&#

+*",$亓秉超!胡朗!邱继欢!等#人参皂苷 3V! 通过上调 b8L0!

,

缓解糖尿病心肌病+C,#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

!2 0"&!"2#

+*&,$刘倩倩#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心肌病大鼠的保护作用+S,#锦

州%锦州医科大学!"(!2#

+*),$刘思阳#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周围神经病变的保护作用及

BI@3+E%(5*c+自噬信号通路研究+S,#银川%宁夏医科大

学!"(!1#

+*',$吴丽娜!范晓萌!武爽!等#人参皂苷 3;! 调节氧化应激和炎

症因子表达改善糖尿病大鼠周围神经损伤+C,#中国免疫学

杂志!"("!!&%#)$%)1* 0)2!#

+**,$曾小红#葛根素注射液治疗 " 型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变的

疗效+C,#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1 0"2#

+*%,$侯君!成癑!李佳识!等#黄芪黄酮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大

鼠背根神经节的保护作用及机制+C,#广西医学!"("!!)&

#""$%"%() 0"%!(#

+*1,$薛瑾#糖尿病患者饮食护理%'新编糖尿病饮食调养(评述

+C,#食品与机械!"("!!&%#1$%"'"#

收稿日期&"("" 0!! 0"(

作者简介&彭剑飞*!22* 0+!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施慧!\0B:-G'QBH!)2`!"*#OAB

'编辑&张锦莹(

&(&*&

"("& 年

第 )& 卷

$) 月

第 ) 期
$$$ $$$$$$

河$$南$$中$$医

6\P4PI34S7I7@P4]L67P\5\N\S7L7P\

$$$$ $$$$

4EJ-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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