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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糖尿病肾病中应用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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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目前医家对于糖尿病肾病的认识依旧没有明确的统一认识，
对于其病机各有自己的认知，且中药缺乏广泛的临床研究，临床医生在治疗患者的时候也没有完善的中西医结合体
系。该文检索了国内近10年来有关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相关研究文献，从病名、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治疗用药、单味
药物现代研究等方面对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研究进行了综述。多数医家认为该病以气阴两虚、脾肾两虚、肝肾两虚、
痰瘀互结为主要病机。现代医家治疗该病的方剂多数以补气益肾、养阴生津、利水渗湿、活血化瘀为目的，与西医化
学药物治疗相比，中医药治疗具有标本兼治、多脏器共同治疗的特点，且中药相比西药来说，具有不良反应更小、药
效更为持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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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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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abetic	nephropathy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mellitus.	At	
present，there	is	still	no	clear	and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among	medical	doctors，
each	of	them	has	their	own	perception	of	the	disease	mechanism，and	there	is	no	extensive	clinical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d	there	is	no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system	for	clinicians	to	treat	patients.	In	this	paper，we	searched	the	Chinese	medicine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about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he	past	10	years	 in	China，and	reviewed	the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on	diabetic	nephropathy	from	the	aspects	of	disease	name，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identification	and	 typing，therapeutic	use	of	medicines，and	modern	 research	on	single	herb	Chinese	
medicine，etc.	Most	medical	doctors	believe	that	the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and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as	the	main	
pathogenesis.	Most	of	 the	prescriptions	used	by	modern	medical	doctors	to	 treat	 the	disease	are	aimed	at	
tonifying	Qi	and	benefiting	kidneys，nourishing	Yin	and	generating	fluids，inducing	diuresis	and	seepage	
of	dampness，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Compared	with	the	chemical	drug	
treatment	of	Western	medical	doctors，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eating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the	joint	 treatment	of	multiple	organ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compared	with	Western	medicines，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wer	
side-effects	and	longer-lasting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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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早已成为我国发病率高、病程较长的一
种常见病，我国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糖尿病患者人
数最多的国家。而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
性并发症之一，近几年来发病率逐渐上升。糖尿病
肾病是糖尿病而引发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是最终
导致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患者体内长时间处于血糖异常状态，导
致肾小球微血管出现病变，如基底膜增厚，血管通透
性增加，致使蛋白质滤过、排泄出现问题，发展为慢
性肾功能不全，继续发展会对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如不及时治疗、干预，最终发展成终末期肾病而
致人死亡。

1　糖尿病肾病中医溯源

1.1　古代医家研究

糖尿病肾病虽然在古代医籍中没有明确的记
载，但与其相关的理论记载却数量较多。现代医学
中认为糖尿病肾病与消渴病伴有“水肿”“关格”“尿
浊”等证大致相符。《诸病源候论》中记载：“消渴其
久病变，或发痈疽，或成水疾。”[1]《圣济总录》中亦
提到：“消渴病久，肾气受伤，肾主水，肾气虚衰，气化
失常，开阖不利，能为水肿。”[2]说明了消渴病继续发
展下去会损伤肾气，肾气不固则摄水无能，水溢脉外
造成水肿，消渴病可分上、中、下消，即肺消、脾消、
肾消，糖尿病肾病与肾消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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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录》提出并论述了“消肾”之名：“消肾者，由少
服石药。房室过度，精血虚竭，石热孤立，肾水燥涸，
渴饮水浆，下输膀胱，小便利多，腿胫消瘦，骨节疼
痛，故名消肾。”《丹溪心法》中记载：“下消者肾也，
小便浊淋如膏之状。”[3]古代医家都阐述了消渴病日
久出现水肿等证而其病位于肾的观点，在消渴病那
漫长的病程中出现了新的病证，如尿浊、水肿等症
状与糖尿病肾病临床症状极为相似，均属于“消肾”	
范畴。
1.2　中医病名的讨论

在中医学中虽然糖尿病肾病属于“肾消”范畴，
古代医家也将其归入“水肿”“关格”“尿浊”之类，
但其症状和病机与糖尿病肾病还是有很大的出入。
因此吕仁和教授[4]结合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症状、病
变定位、病因病机，提出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病名为

“消渴病肾病”。该病名首先明确了消渴病肾病由消
渴发展而来，其病位在肾，并表明肾络损伤为主要病
机。其次治疗该类病证应当以固肾培元为主，恢复
肾脏损伤，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刘玉宁教授[5]对
于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病名进行了一次统计研究，调
查对象包括60位就任于我国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
教授，结果有47名专家教授同意将糖尿病肾病命名
为“消渴病肾病”。南征教授[6]在同意吕老观点的
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消渴已经是一个完	
整的病名，在其后面加上“病肾病”三个字反而有将
其当做消渴其中的一个证型之嫌，略显不妥。故将

“消渴病肾病”改为“消渴肾病”，认为这样与古代医
家提出的“消肾”更为贴合，也较为妥当。
2　病因病机

彭书磊[7]综合古代医家典籍中关于消渴及消渴
病肾病的有关记载，将消渴病肾病的发病因素总结
为外感六淫、饮食不节、禀赋不足、情志失调、劳逸过
度、失治误治这六点因素，全面详细地概括了消渴病
肾病的病因。郭润等[8]则认为主要病因为津液损耗，
由于患者久食肥甘厚味、长期酗酒、房事不节导致全
身津液亏损，肾络受损致使消渴病肾病发作。并且
糖尿病肾病为素体肾虚，糖尿病迁延日久，耗气伤
阴，五脏受损，兼夹痰、热、郁、瘀等致病[9]。故属于
本虚标实之病机，本虚意为阴阳、气血、五脏之虚，标
实意为痰浊、水湿、瘀血等病理产物。消渴日久，伤
阴耗气，阴损及阳，脾肾俱虚，血脉瘀阻，水湿潴留，
浊毒内停为本病之基本病理过程[10]。多数医家认为
消渴病肾病是以气阴两虚证为基础，在其基础上发
展成为脾肾气虚证、肝肾阴虚证、阴虚阳亢证、脾肾
阳虚证、阴阳两虚证，而且也会出现一些病理产物如
水湿、血瘀、气热、郁结、痰浊等，本虚与标实之间互
为因果，相互影响，共同致病，在糖尿病肾病的病程
中，虚实不是一直处于固定不移、维持现状的状态，
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模式[11]，而众医家对其侧重也
是各有不同。
2.1　气阴两虚

肖相如教授[12]认为消渴病肾病同时存在消渴
和肾类疾病的病机，消渴的基本病因为肺、脾、肾三
脏郁而化热，灼伤阴液，继而伤气，而肾类疾病多数
由于肾气不足、固摄无权致使疾病发生，因此临床上
以气阴两虚较为多见。栗德林教授[13]认为消渴病

肾病最先由阴虚所致，阴液不足以至于气化无权，随
即导致气阴两虚，最终导致阴阳两虚，始终存在于病
程发展中的是气阴两虚。车树强教授[14]认为该病
主要定位于肾，肾之气阴两虚合并瘀血阻络为主要
病机，首先应补肾活血。
2.2　脾肾亏虚

《圣济总录》提到：“土气弱不能制水，消渴饮水
过度，脾土受湿而不能有所制，则泛溢妄行于皮肤肌
肉之间，聚为浮肿胀满，而成水也。”[2]《景岳全书》
也提到：“凡水肿等证，乃肺脾肾相干之病，盖水为至
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唯畏土，
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
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15]

程益春教授[16]认为其病本虚，以脾肾亏虚为
主，病程缠绵日久，正气衰弱，精血欲竭，故而水蕴体
内，痰浊留滞。焦茂教授[17]将其病机归纳为脾肾亏
虚、瘀血阻络，应当注重健脾温肾、活血利水。
2.3　肝肾亏虚

高彦斌教授[18]认为该病发病以肝肾亏虚为先，
随着病程发展最终发展为气血阴阳俱虚。李青教
授[19]认为此病可分为2个阶段，前期为肝肾亏虚，继
而发展为脾肾两虚。
2.4　水湿、痰浊、瘀血阻络

水湿、痰浊、瘀血均为消渴病肾病会伴有的病理
产物，多数医家认为消渴患者多数阴虚生热，燥热伤
津，津亏液少，载血失权因而体内成瘀。气为血之帅，
气虚则行血无力继而成瘀，瘀血阻滞脉络，气行不
畅，郁滞经脉筋肉之间，化生水湿、痰浊。三者同时并
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不及时化瘀行水，则三者
聚化为毒，毒损肾络，加重病情。因此南征教授[6]关
于消渴病肾病应当从毒论治，创建了“毒损肾络”学
说，认为治疗消渴病肾病应当以活血化瘀、解毒通络
为主。

王志刚[22]认为消渴初期为邪入三焦，经过长时
间发展，耗阴伤气，出现湿热、痰浊、瘀血三者相互参
杂，致使肾脉受损，肾气不固，蛋白外溢。
3　辨证论治

吕仁和教授[20-21]结合西医关于糖尿病肾病临
床分期及临床症状表现，提出将消渴病肾病分为早、
中、晚三期进行辨证论治。（1）早期（虚损期）。早
期分为四型五候，四型：1型为肝肾阴虚型；2型为
肺肾阴虚型；3型为脾肾阳虚型；4型为肝脾肾气血	
阴阳俱虚型。五候：瘀血阻络、水湿内停、湿热内停、
湿热下注、外感热毒。（2）中期（虚劳期）。与早期
病情类似，患者可伴有大面积明显水肿。（3）晚期	

（脏衰期）。此时应中西医结合，以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延长患者生命为主要目的。吕教授根据多年临
床经验，总结出治疗方“三黄益肾颗粒”[23]，具有化
瘀通络、祛湿降浊、养阴生津、补肾益气的功效。对
于降低患者尿蛋白、减轻患者症状有明显疗效。

李尊元等[24]认为消渴病肾病应当以三焦为
主体，肺属上焦，脾属中焦，肾属下焦，糖尿病肾病	
1、2期，气阴两虚、痰热郁结为主要病机，应当以清
热化痰，养阴补肺为治疗原则；糖尿病肾病3、4期，
脾胃虚弱，湿热中阻为主要病机，应当以健脾益气、
清热祛湿为治疗原则；糖尿病肾病5期，肾之阴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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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俱虚为主要病机，应当以阴阳双补、行水益气、补
肾固元为主要治疗原则。
4　中药治疗

4.1　单味药

崔佩佩[25]、沙菲[26]通过分析2010—2019年关
于糖尿病肾病中医药治疗的近300篇文献，获得了
中医专家在治疗糖尿病肾病方面选用次数最多的
5味 中 药：黄 芪（89.66%、81.07%）、山 药（58.62%、
57.61%）、丹 参（45.27%、57.14%）、茯 苓（55.97%、
49.26%）、山茱萸（49.25%、46.50%）。且所有方剂中
药物均以补虚药、活血化瘀药为主。

糖尿病肾病临床以蛋白尿、全身无力为主要症
状，后期会出现水肿。中医病机为肾气虚弱、固摄
无权导致精微物质外泄，而黄芪则是“补气诸药之
最”，且性味甘温亦有助阳化气之效。消渴病肾病患
者多伴有水肿症状，而黄芪具有利水消肿之功，可以
起到助脾运化水湿、通络以利水道、改善津液布散的
作用，在现代药理学研究中，黄芪中包含黄芪皂苷，
有保护血管内壁的作用，可使肾小球内微血管功能
恢复，从而加强尿蛋白滤过，改善患者肾功能，延缓
病情发展。山药的使用频率仅次于黄芪，山药性平
味甘，可补肺、脾、肾三脏之气，且药食同源的药物对
患者身体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山药具有补肾填
精、收涩止泻之功，可养先天之气，补后天之本，固摄
精微，以防外泄。而山药中的多糖物质能显著降低
体内血糖，以及血液中的尿素氮、肌酐，可有效缓解
糖尿病肾病所引起的部分炎症反应，保护机体脏器。
茯苓为除湿圣药，清补佳品，性平味甘淡，具有健脾
益肾、利水渗湿之功，而消渴病肾病患者多脾气虚
弱，为湿邪所困，土弱不能治水，故而水湿聚集化为
浮肿。茯苓善于补气行水、健脾渗湿，可有效减轻患
者水肿症状而不伤津液。茯苓中的有效成分为茯苓
多糖、茯苓乙醇，可有效治疗由肾功能不全而引起的	
蛋白尿、浮肿等症状，可延缓病程向着终末期肾功能
衰竭的发展。丹参性微寒味苦，具有活血化瘀、补
血养血的功效，消渴病肾病患者其瘀血阻络，阻碍气	
机的运行，导致水液循行失常，化为水肿，可见瘀血
贯穿病程始终。丹参可破宿血、生新血，不仅能减轻
瘀血造成的水肿，还可预防消渴病肾病后期出现水
饮凌心的症状。现代药理学研究中，丹参也可降低
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症渗出，达到抗炎的作用，
从而达到治疗糖尿病肾病早期出现的炎症反应、保
护肾脏的目的。山茱萸性温味酸涩，具有补肾填精、
收涩固肾的功效，可以补充肾气、收涩精微物质进而
保护脏器。现代药理学研究中山茱萸具有明显的降
糖功效，是治疗糖尿病的主要药物之一。
4.2　经方

张玲红[27]选用金匮肾气丸进行加减成方来治疗
脾肾阳虚型糖尿病肾病82例，有效率高达97.56%，
肾功能指标有明显好转。郝晓博[28]采用五苓散进行
加减治疗糖尿病肾病患者98例，有效率达到87.8%，
经过治疗患者肾功能指标及血糖情况均有明显好
转。李国福[29]采用小柴胡汤加减方对86例糖尿病
肾病患者进行治疗，接受治疗患者其临床生化指标、
中医症状积分均有明显好转。李露等[30]采用桂枝茯
苓丸合真武汤对糖尿病肾病性水肿进行治疗，总有

效率达到96.97%，其中医症状明显好转。
4.3　中成药

中成药以其个体化施治，服用方便，不良反应
少，临床应用广泛。目前中成药包含百令胶囊、肾衰
宁胶囊、肾炎康复片、六味地黄丸、肾气丸、黄葵胶囊
等。临床文献报道也颇多，对降低血肌酐、减少蛋白
尿、延缓肾功能损伤进展有效[31]。王祥生等[32]在西
医基础治疗上予以患者灵芝健肾胶囊，有效率高达
93.3%，且24	h尿蛋白定量明显下降。侯荣[33]同时
给糖尿病肾病患者注射丹红注射液和羟苯磺酸钙两
种药物，可以达到降低血压、血脂及尿蛋白的效果，
并且没有观察到药物的不良反应。
5　小结

综上所述，近些年中医对于糖尿病肾病有了更
为明晰的认识，患者出现糖尿病肾病的主要原因可
以归纳终结为5点：（1）外邪侵体。消渴患者病程
较长，损耗元气，此时六淫之邪入侵人体，肺脾两脏
功能失常，痰浊水湿内停于肾，损伤脉络以致本病。	

（2）饮食不节。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饮食不规律，久
食肥甘厚味，暴饮暴食，熬夜酗酒，以至于内郁化热，
炎火炽盛，煎熬津液，进而使脾之运化失常，肾之封
藏失职，故而出现本病。（3）先天不足。五脏先天
不足，而后天失养，脏器功能不全导致该病出现。	

（4）房事不节，劳作过度。劳作过度耗损正气以致
气虚，房事不节损耗肾精，使精血欲竭，故而生病。

（5）情志异常。五志过极，皆从火化，热盛伤阴，以
致消渴，消渴病久，治疗不及，损伤脏腑，该病即生。

多数医家认为该病以气阴两虚、脾肾两虚、肝肾
两虚、痰瘀互结为主要病机，且均以气阴两虚为基，
在此基础上损伤脏腑，使脏腑功能不全，而其主要病
位在于肾，结合肺、脾、肝共同致病[34-35]。现代医家
治疗该病的方剂多数以补气益肾、养阴生津、利水渗
湿、活血化瘀为目的，其中主要药物为黄芪、茯苓、山
药、丹参、山茱萸等，在现代药理学中这些药物的有
效提取物如黄芪皂苷、山药多糖、茯苓多糖等均被证
实具有明显的降低血糖、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与西
医化学药物治疗相比，中医药治疗具有标本兼治、多
脏器共同治疗的特点，且中药相比西药来说，具有不
良反应更小、药效更为持久的特点。

但目前各医家对于糖尿病肾病的认识依旧没有
明确的统一，对于其病机各有自己的认知，且在中药
方面没有广泛的临床研究，临床医生在治疗患者的
时候也没有完善的中西医结合体系。希望在今后我
们能对糖尿病肾病中药治疗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以
完善糖尿病肾病的中医治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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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疗法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但难以从根本上恢复卵巢功能，长期使用还会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疾
病的发病风险。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卵巢早衰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其深层次的作用机制正在被广泛研究，但
尚未被系统总结。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药单体、单味中药、中药复方、针灸等可从分子层面，通过调控磷脂酰肌
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沉默信息调节因子（SIRT）、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 2）、Wnt/β-连环蛋白

（β-catenin）、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转导蛋白（TGF-β/Smad）、脂肪酸合成酶/脂肪酸合成酶配体（Fas/FasL）等
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凋亡，对抗氧化应激，调节性激素水平，从而改善卵巢功能，治疗卵巢早衰。现查阅近年国内外
相关文献，对中医药治疗卵巢早衰的相关信号通路进行总结，以期为卵巢早衰的治疗和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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