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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伏毒&理论探讨糖尿病肾病的中医药治疗!

尹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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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勇!

!李华君!

!王元松!

%)河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河北 石家庄 "P"""",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河北 沧州 ":%"""

摘要!糖尿病肾病*H>@/+->Gb>H?+FH>A+@A+"8Z8+的发病在于&伏毒'内蕴"内外之邪裹挟聚而成毒"尤以痰湿$火热$瘀血为甚"

外因引动或正虚邪胜致病! 中医药治疗8Z8以扶正固本$活血化瘀$化痰祛浊$滋阴清热等法选方遣药"疗效确切"可有效延

缓病情进展! 但目前基于&伏毒'理论探讨8Z8的中医药治疗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中药药理作用的研究多局限

于某一中药或其单一成分"&伏毒'理论缺少临床试验及科学研究的佐证"今后的研究需进一步挖掘中医理论渊源"探究 8Z8

发病机制"完善其病因病机"为临床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伏毒'理论#糖尿病肾病#扶正固本#活血化瘀#化痰祛浊#滋阴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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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H>@/+->Gb>H?+FH>A+@A+%8Z8#是由 糖尿病引起的严重慢性微血管并发症' 据全球糖尿

病地图显示%截至 !"!% 年%全球成年糖尿病患者达

P)9L 亿%而我国成年糖尿病患者高达 %)#"$ 亿%位

居全世界前列)%*

' 血糖控制欠佳时%高糖状态持续

损害肾脏%最终进展为慢性肾功能不全%是引起终末

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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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8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多认

为是炎性反应(肾脏血流动力学异常(氧化应激增

强(凝血纤溶系统异常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9*

' 临床上%8Z8的主要特点是大量蛋白尿(血

压升高及肾小球滤过率持续降低)#*

' 目前%西医主

要围绕生活管理(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应用抑制肾

素M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等支持治疗%但8Z8复

杂的发病机制决定了其治疗应综合考虑多个靶

点)P*

' 研究表明%西药通过单一靶点或单一通路进

行治疗%临床疗效并不明显):*

%而中药作为多成分

复合药物%能够多靶点发挥作用%对 8Z8的治疗具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P*

' 近年来%中医药干预8Z8的

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中医讲究辨证论治%

因人而异%在8Z8的防治上独具优势)L*

'

中医认为%8Z8可归属于$水肿& $肾消& $消

渴&$肾劳&$消瘅&等范畴%为消渴日久机体出现的

变证)I M$*

%其伏而后发(迁延不愈的复杂特点与中医

学中$伏毒&理论的特点契合' 本文综合诸多学者

观点%拟从$伏毒&理论出发%浅析 8Z8的病因病

机%挖掘中医药疗法%以期为该病的理论研究与临床

治疗提供参考'

CD%伏毒&理论述要

$伏毒&一词最早见于.脉经/!$热病00伏毒

伤肺中脾者死00伏毒伤肝中胆者死00伏毒在肝

腑足少阳者死)%"*

'& $伏毒&的提出基于$伏邪&与

$苛毒&理论%指内外多种致病邪毒潜藏于人体某个

部位%处于引起或尚未引起疾病的一种病理状态'

.中医药学名词/指出%伏邪为$感而不随即发

病%而伏藏于体内的病邪&

)%%*

' 伏邪理论首见于.黄

帝内经/$春伤于风%邪气流连00冬伤于寒%春必

温病&的论述%阐明了$伏邪&伏而后发的特点' .灵

枢+贼风/载!$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此处的$故

邪&是指伏邪' .黄帝内经/虽未明确提出$伏邪&的

概念%但其所提及的病因病机及发展均与$伏邪&密

切相关%已成为后世伏邪理论发展的立论之据' 清

代王燕昌.王氏医存/曰!$伏匿诸病%六淫(诸郁(饮

食(瘀血(结痰(积气(蓄水(诸虫皆有之'&他认为%

伏邪范围与以往有所不同%为广义伏邪的定义奠定

了理论基础' 现代医家认为%伏邪有狭义与广义之

别%狭义的伏邪指伏气温病%广义的伏邪指一切伏而

不发或后发的邪气%如饮食失宜(情志所伤(痰浊(瘀

血及内毒等内在的致病因素)%!*

%均可影响脏腑功能

的正常运行%使正气虚损%引邪内陷而发病' 刘清泉

教授认为%伏邪不会停留于机体某个位置%而是动态

变化的' 除隐匿性外%邪气潜伏于机体%对人体的影

响逐渐增大%会呈现出量变到质变的爆发性)%9*

'

$毒&的概念源于.黄帝内经/ $苛毒&之说%是

指毒气严重剧烈的病邪%正如.金匮要略心典/所

言!$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具有病邪亢盛(病情

深重(病势多变之意)%#*

' $伏毒&理论基于$伏邪&

与$苛毒&%是由国医大师周仲瑛创立的现代中医理

论)%P*

%他指出$伏毒&具有伏而不觉(发时始显的特

性%伴毒性猛烈(病情危重或迁延反复难祛的临床特

点' $伏毒&既涵盖外邪之毒%也包括内生之毒%六

淫之邪及感受天地间戾气均称为外感$伏毒&%内生

$伏毒&常指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输布失常产生

的病理产物%如痰湿(瘀血(水饮(浊毒积聚体内无法

排解%也是损害8Z8患者肾功能的主要原因)%: M%L*

'

基于上述对$伏毒&理论的阐述%近年来关于$伏毒&

理论的研究层出不穷%不仅与 8Z8密切相关%在消

化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疾病中的研究与应用也

越来越多)%I M!"*

'

FD%伏毒&致病与1A1发生发展的相似性

隐匿性是$伏毒&的病理特点%无论外邪之毒还

是内生之毒%只要伏而不发(待时再动%均属隐蔽状

态' 虽然临床中关于 8Z8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研究较多%但灵敏性及特异性不足)!%*

%且患者早期

一般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在体检或住院检查时

确诊%这与$伏毒&的$伏而不觉(遇感诱发(发时始

显&的特点极为相似'

$伏毒&致病的病理基础在于$正气亏虚&' .灵

枢+百病始生/载!$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

人'&指出邪气不会单独伤人%邪毒侵犯人体的前提

是人体正气不足%脏腑阴阳失调' $邪之所凑%其气

必虚&%即正气不足时不能驱邪外出%诸邪内伏结聚

成毒%邪毒愈盛则正气愈虚%遇饮食(情志(六淫等环

境因素诱发%如吴又可.瘟疫论/所言!$若其年气来

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尽管 8Z8

的发病人群呈年轻化趋势)!!*

%但临床上发病多见于

中老年人%多由于五脏功能衰退%出现阴阳失调%阴

液亏损%又因老年人阴常不足%阴精耗伤%引发

8Z8'

正如.温热经纬/中所述!$如烟之渐熏%水之渐

积)!9*

'&邪气会在体内潜伏积聚后发%$伏毒&也是

如此' 8Z8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患者长期处

于高糖状态%机体炎性反应加重%导致大量蛋白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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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尿素氮及血肌酐增加%甚至出现

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伏毒&内聚%邪正相争%邪

盛正虚%每遇诱因而起%来势凶猛%情势危急%病情反

复%这与伏毒$暴戾&的特点相似'

综上所述%8Z8的发生发展与$伏毒&致病具有

较高的相似性%如前期的隐匿性(发病时的爆发性均

依赖于$正气虚弱&这一病理基础' 更有医家发现%

气虚不仅是该病的病理基础%也是机体产生毒邪的

原因之一)!#*

%故从$伏毒&致病角度探讨 8Z8的病

因病机及防治思路是合适的'

GD从%伏毒&理论分析1A1的病因病机

GECD病因分析&8Z8一般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发

病%而糖尿病在传统医学中属$消渴病&的范畴' 张

介宾.类经+十六卷/注!$消瘅者%三消之总称%谓

内热消中而肌肤消瘦也'&提出消瘅是消渴的总称'

.黄帝内经/言!$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肾脆则

善病消瘅易伤&提示内气血不足(五脏易伤可致糖

尿病' .灵枢+五变/又言!$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

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00或为消瘅'&可

见%除五脏失养外%外邪侵袭也会引起糖尿病)!P*

'

此外%.黄帝内经/中也提到!$此肥美之所发也%此

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

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有所劳倦%形气衰

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

热00求其不消不渴%宁可得乎1&$怒则气上逆%胸

中蓄积%血气逆留%宽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

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

'&由此可见%脏腑失养(感

受外邪(饮食失节(情志失调等均可引起 8Z8的发

生)!L*

%这与$伏毒&理论中既有外邪之毒又有内生之

毒相呼应'

GEFD病机分析&从古至今%许多医家关于 8Z8病

机有不同的见解%如张从正提出$三消当从火断&%

清代叶天士亦言$三消一症%虽有上(中(下之分%其

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指出燥热结聚%

耗伤津血%阴虚火亢而致消渴%8Z8的本质以阴虚

为本%热邪为实%病机总属本虚标实' 随着中医理论

的不断发展%现代医家也认识到该病的发病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各自有不同的认识%如仝小林等)!I*认

为%8Z8基本病机为虚(瘀(浊%其中气阴两虚(络脉

瘀滞(浊毒内停三者相互影响而致病' 叶景华教授

认为%消渴之病%因脾虚难化水谷%致$精流浊留&%

又因糖性黏滞%属$湿浊&范畴%湿浊久积体内%易酿

痰(生瘀%痰瘀湿之阴邪易阻于肾%导致肾主水之功

能受制%水湿交织日久%不得正常排泄%蕴而成毒%形

成$湿浊瘀毒&交织的状态)!$*

%认为 8Z8的发生发

展与脾(肾密切相关%提倡从脾肾论治 8Z8

)9"*

' 盛

泓沁等)9%*总结杨霓芝教授治疗8Z8的经验分期论

治8Z8%认为该病最开始为燥热偏盛%损耗津液%渐

及气阴%阴损及阳%最终发展为脾肾俱虚%痰瘀互结'

岳仁宗教授认为%8Z8的发生与水谷精微运化失常

相关%气血运行受阻%气滞血瘀津停%脏腑失养%暗耗

津血%聚而成毒)9!*

' 刘佳敏等)99*认为%脾肾阳虚兼

湿浊痰瘀蕴结与8Z8的发生密切相关' 可知%虽各

位医家对该病的病机见解各殊%但均以虚实标本为

纲%以气血阴阳虚衰为本%以病理产物积聚为实'

8Z8以虚为本%正气(五脏及先天虚弱皆可致病%

$伏毒&的产生基于机体正气虚弱%不能驱邪外出%

这与8Z8的发展极为相似' 8Z8的发生与病理产

物的累积密切相关%$湿毒& $痰毒& $瘀毒& $热毒&

伏藏%耗气伤阴)9#*

%诸毒可单独为病%亦常相兼致

病%稍触诱因则发作疾病'

此外%$毒损肾络&亦为近年来众多学者的研究

方向%经络为气血出入之路径及津液输布贯通之枢

纽%也是毒邪传变之通道)9P*

' 有医家认为%$伏毒&

多始于微而成于著%邪毒遇诱因作用于机体导致脏

腑功能紊乱%气血津液失调%初觉不显%暗耗元气%气

虚不得驱邪外出%日久蓄积成毒%久病入络' 8Z8

较强的难治性及较长的病程缘于毒邪%其性猛烈%且

具有伏于络脉的$易入难出&的特点)9:*

' 现代医学

发现%高糖状态下的全身或局部炎症反应被公认为

促成 8Z8结构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9L*

' 高糖状

态(炎性因子以及氧化应激因子类似前文中的$伏

毒&%长期作用于血管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形成晚期

糖基化终末产物 "@HD@?G+H E<FG(AF<@->(? +?H,0(HO

BG-A%1W6A#

)9I*

%血液呈高凝状态%引起经脉痹阻(血

脉瘀滞%最终导致糖尿病患者肾功能衰退%引发

8Z8'

HD%伏毒&理论指导1A1防治思路

8Z8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基于$伏毒&理论%

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正气不足%气机不畅%络脉瘀

滞%而生诸毒%故应以$扶正&为基本治法%扶正固本

以逐$伏毒&外出'

HECD扶正固本益脾肾&.黄帝内经/曰!$五脏受气

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9$*

'& .脾胃论/亦曰!$脾

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

'&可见脾脏患病易传肾

脏' .外台秘要/载!$消渴者%原其发动%此则肾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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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先天禀赋不足%邪毒隐伏%遇饮食不节(情志

不畅易诱发 8Z8' 肾为阴阳之根%肾脏虚衰%五脏

气化失调%伏毒滋生' 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津

液%若脾脏衰惫%则化生无力%内生痰毒%故 8Z8的

防治需益气健脾兼顾补肾' 8Z8本虚以气虚为核

心%随着疾病进展%兼气阴(气血(阴阳之不足' 研究

表明%补虚应以补气为主%以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可

根据不同证型选用参芪地黄汤(真武汤等方)!I*

' 康

意等)#%*认为%8Z8早期多中满内热%宜选用大柴胡

汤合半夏泻心汤%泻热行气%益脾生津' 尹翰林

等)#!*对比滋阴通络肾元汤治疗前后患者中医证候

积分及实验室指标水平变化%发现滋阴通络肾元汤

可有效改善早(中期 8Z8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增强

患者肾功能'

在现代药理学中%由刘保松等)#9*对中医药治疗

8Z8的用药规律分析可知%黄芪(党参(山药(当归(

地黄(白术(枸杞子(附子(菟丝子等补脾益肾药物的

使用频数位居前列%可知补脾益肾在8Z8治疗中的

重要地位' 有学者发现%黄芪中的多糖成分可减轻

氧化应激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保护肾功能%

延缓8Z8进展)## M#P*

' 熊刚等)#:*研究发现%对8Z8

大鼠模型给予五味子乙素干预后%白细胞介素 M:

">?-+0<+Bb>? M:%5SM:#(肿瘤坏死因子 M

#

"-B.(0O

?+G0(A>AC@G-(0M

#

%3'dM

#

#等蛋白表达量均显著降

低%提示五味子乙素可抑制炎症通路活化%降低细胞

因子和炎症介质的产生%保护肾脏%进而发挥对

8Z8的治疗作用' 国医大师张大宁治疗 8Z8善用

金樱子与芡实药对%金樱子味酸涩入肾经%善收涩固

精缩尿,芡实甘涩收敛%专入脾肾%两药配伍%能使肾

气得补%脾气得健%精神得固)#L*

'

HEFD既病防变逐伏毒

HEFECD通络活血化瘀毒&气为血之帅%气行则津

行%气虚则无力运化水液' 8Z8患者多以气虚为核

心%气虚则无力推动津液运行%津血同源%血停化瘀%

津停化为痰湿' 有学者认为%8Z8存在的血液流变

异常(血液黏稠性变化(微血栓形成等微循环障碍与

中医中$瘀&的概念相对应%$瘀&与该病炎症状态的

形成密切相关)#I M#$*

' 孙超等)P"*通过统计 %P$ 篇

8Z8的病性证素和病位证素%发现血瘀贯穿该病发

展的始终%是8Z8病因病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方

强等)P%*通过对 8Z8小鼠模型病理改变的研究发

现%保肾通络方能够显著降低模型小鼠蛋白尿%降低

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改善肾脏功能' 保肾通络方

基于张炳厚教授经验方保肾
&

号方%加用虫类药组

方而成' 伏毒潜匿%血瘀入络%一般草本药物不能通

达病位%虫类药物疏络剔邪%祛络脉之瘀' 张阳

等)P!*总结陈洪宇教授治疗 8Z8的经验%擅用桃红

四物汤治疗血瘀证%以达活血养血通络之效'

在8Z8发病的早(中期%肾脉瘀阻初成%化瘀通

络药物以轻为主%丹参(赤芍可用' 叶天士.临证指

南医案/曰!$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00初

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久病血瘀入络%可酌

情加入青风藤(海风藤(络石藤等藤类药%藤类药物

攀援有力%条达通畅%取类比象%能通经活络%祛血瘀

之毒'

随着瘀毒的加重%可重视水蛭(鳖甲(地龙等虫

类药物的使用' 现代药理研究将 8Z8模型大鼠随

机分为模型组及水蛭冻干粉低(中(高剂量组%发现

水蛭可通过抑制 8Z8大鼠氧化应激及炎症因子的

产生%从而减少尿微量白蛋白%保护肾功能)P9*

' 研

究发现%中药提取物姜黄素可以通过抗氧化(抗炎及

抑制细胞凋亡等作用达到对肾功能的保护作用)P#*

'

HEFEFD化湿利水祛痰浊&脾脏和肾脏与8Z8的发

生关系密切%脾居中央%为五脏之枢纽%脾气健运%则

水谷之精可和调五脏(洒陈六腑' 脾失健运%运化失

司%则谷食不消%精微物质不能上灌诸窍,脾阳不振%

糟粕不得排%变生痰浊之毒%进而加重脾运痰湿的负

担' 蛋白属水谷精微%脾气不振%肾之封藏失守%肾

气不固%再言脾主升清降浊%脾气虚弱%浊气下流%精

微外泄则出现蛋白尿' 痰浊蓄积则血不行%痰浊会

进一步加重血瘀程度%此亦为8Z8患者病程迁延的

原因之一%治以理气化痰(和中涤饮为主%可使气机

通利畅达%水液输布%痰散饮消' 孟宪悦等)PP*对 %9

篇文献进行7+-@分析%发现五苓散加减方治疗痰饮

水泛8Z8效果良好%进一步验证了治疗该病应以利

水渗湿药为主%其中%茯苓(猪苓的主要功效为利水

渗湿%茯苓还有健脾补中的作用%这也正和张介宾曾

提出$见痰休治痰%而治生痰之源&治痰求其本之思

想一致' 研究发现%以真武汤治疗痰瘀互结型 8Z8

患者%试验组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改善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血管内皮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

联合疗法可能通过调节血管内皮因子改善肾脏功

能)P:*

' 回顾性分析发现%仝小林院士肾浊方能够降

低蛋白尿%延缓 8Z8患者肾功能下降速率)PL*

' 研

究发现%脾的运化功能与肠道菌群的稳定密切相关%

肠道菌群的稳定是维持脾功能的重要表现)PI MP$*

'

健脾益气方药可通过调节脾的生理功能稳定肠道菌

群):"*

%改善肠道免疫以及糖脂代谢等功能%减轻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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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的持续性损害):%*

'

单味药在8Z8的治疗中也不可忽视' 随着病

情的进展%水饮泛肾%浊毒内停%末期8Z8患者常出

现尿少(尿闭等危重之象' 饮为阴邪%得温则行%张

宁教授常使用茯苓与桂枝这一药对%茯苓甘淡渗利%

为治痰饮之要药%桂枝温经通络散寒%二者合用%可

温化痰饮%以散阴邪):!*

' 刘红梅等):9*总结指出倪

青教授治疗痰浊型8Z8常用半夏(陈皮(桔梗等%奏

化痰健脾之效' 药理研究发现%应用川陈皮素治疗

8Z8模型大鼠可以明显改善大鼠的肾功能及肾脏

组织病理学%进而保护肾脏):#*

'

HEFEGD滋阴清热泻火毒&.重订广温热论/中提

到!$风寒暑湿%悉能化火%气血郁蒸%无不生火'&认

为凡伏气之邪皆是伏火%8Z8患者也是如此%痰(

湿(瘀诸毒长期蕴积于体内%经历阴阳消长的过程%

易从热化%酿生火毒' 有学者认为%中医的$热&与

$糖毒&关系密切%$糖毒&为阳邪%其性火热%糖毒致

病%多伴心烦燥热(目涩昏花(大便干结(疮痈疖肿等

症%实属火热之象):P*

' 8Z8常用的清热剂有白虎

加人参汤(龙胆泻肝汤(桃核承气汤(犀角地黄汤(一

贯煎等)::*

' 周仲瑛教授认为%湿热(燥热(痰热胶着

于肾络%日久必化热%火热熏灼%必伤肾络%提出在

8Z8早期燥热在肺%以清燥救肺汤主之%若燥热在

胃%以玉女煎主之%可发挥滋阴泻火的作用):L*

' 陈

烨等):I*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玉泉丸可有效降低

肾小球内皮损伤标志物YZSM#" 表达%降低血糖和

血脂%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改善肾功能' 王耀

献教授认为8Z8早期多见湿热证%临床治以清热祛

湿(益气养阴化瘀%以葛根芩连汤为基础%予黄芪(白

术(生地黄(石斛以益气养阴%或佐牡蛎(夏枯草(丹

参(鬼箭羽以化痰活血):$*

'

黄连是清热泻火的代表性中药%具有泻火解毒(

清热祛湿的功效%.新修本草/载黄连$味极浓苦%疗

渴为最&' 临床治疗中%王暴魁教授常用黄连与葛

根配伍%黄连之苦寒依葛根之辛散%使清凉透达全

身%以达$曳带阴津%滋润燥火&之功效)L"*

' 现代药

理学研究中%王海颖等)L%*通过实验证实%与模型组

比较%治疗组小鼠血浆中纤连蛋白"C>/0(?+G->?%d'#(

抑胃肽"E@A-0>G>?=>/>-(0F,(<F,+,->H+%W5c#(胰高血糖

素样肽M%"E<BG@E(? M<>b+,+,->H+M%%WScM%#水平

及肾组织病理改变均有所改善%提示复方鱼腥草对

于糖尿病肾损害有改善作用' 胡顺金教授善用知

母(牡丹皮(生地黄(麦冬(玄参(鬼箭羽等治疗阴虚

火旺夹瘀型8Z8%疗效较好)L!*

'

ID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8Z8为糖尿病的主要并发症之一%

发病率逐年增加' 该病起病隐匿%早期无明显症状%

晚期难以控制进展' 中医采用不同疗法多管齐下%

具有多层次(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特点%可有效延缓

8Z8进展%疗效确切' 现代医家对该病的研究各有

侧重%本文强调从$伏毒&论治!其一%8Z8与$伏

毒&理论从古至今有着很深的渊源%不管是对$伏

毒&理论的阐述%还是对 8Z8发病基础的研究%均

与$伏毒&理论有强相关性' 其二%病因病机研究发

现%8Z8发病机制与$伏毒&的特点相吻合%在正气

亏虚的基础上加上内外多种致病因子的侵袭而形

成%病情反复发作%缠绵不愈' 本文基于$伏毒&理

论阐述了8Z8的病因病机%以$扶正固本&和$攻逐

伏毒&为主要原则探讨对 8Z8的治疗%发现中医药

疗效良好%可有效延缓病情进展'

虽然目前中医药延缓8Z8进展疗效显著%但药

理研究多局限于某一中药或其单一成分%方剂应用

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仍然是中医药推广并提供科学

依据中的一大挑战' 目前%$伏毒&理论的相关研究

较少%虽有中医理论支持%但尚缺少临床观察及科学

研究的佐证' 今后应进一步挖掘中医理论的渊源%

尽可能深度探究其发病机制%完善 8Z8的病因病

机%为中医药治疗 8Z8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为从

$伏毒&理论治疗该病提供更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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