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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医论

论糖尿病的核心病机与治疗

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高血糖则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

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引起。糖尿病症状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与

代谢紊乱有关的表现，尤其是与高血糖有关的“三多一少”，多见于 1型糖尿病，

2型糖尿病不十分明显或仅有部分表现；另一大类是各种急性、慢性并发症的表

现，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组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

性损害、功能障碍。

中医学对糖尿病认识较早，多属中医“消渴”的范畴。早在《黄帝内经》即有

记载，如《素问·阴阳别论》云：“二阳结，谓之消。”《灵枢·五变》称之谓“消瘅”。

根据病因和症状的不同，又有“膈消”、“肺消”、“消中”等名。《金匮要略》设“消

渴”专篇，描述其症状为“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消谷引

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隋唐诸家，分别将渴而不小便者称为“消渴”，渴而小

便多者称为“渴利”，不渴而小便多者称为“内消”，且明确指出，本病“每发即小便

至甜”，“焦枯消瘦”。其后，渐废“渴利”、“内消”之名，而以多饮、多食、多尿、

消瘦无力或尿有甜味为特征的病症统名曰消渴，并以渴而多饮者为上消，消谷善

饥者为中消，多尿或尿出如膏者为下消，三消之分，沿用至今。传统上本病病因

主要为：①饮食不节，恣食肥甘；②恣情纵欲，房劳过度；③五志过极，郁而化

火；④禀赋不足，五脏柔弱；其主要病机为阴虚燥热，且阴虚为本，燥热为标，

二者互为因果，燥热甚则阴愈虚，阴愈虚则燥热更甚；病变涉及肺、脾、胃、肾

等脏腑；病情变化及转归特点为，消渴病日久，阴损及阳，气阴两伤，热灼津亏

血瘀，而致络脉瘀阻，经脉失养，气血逆乱，脏腑器官受损而出现疖、痈、眩晕、

胸痹、耳聋、目盲、肢体麻疼、下肢坏疽、肾衰水肿、中风昏迷等兼变证；治疗

当分上、中、下三焦论治，并以滋阴清热为大法。

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高发疾病，严重

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从临床上来看，目前糖尿病无论是临床表现、治疗效果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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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中医对该病的认识和治疗存在着较大差距，如果完全按照“消渴”来认识和

治疗，不仅难以把握该病复杂的病机，而且治疗效果也难以达到理想水平。余认

为，从现代医学角度而言，糖尿病发病机理是明确的，那么对应中医而言，就应

该存在明确的核心病机，因此，找出糖尿病的核心病机，就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

关键所在。近年来，余在临床诊治不少糖尿病患者，根据临床观察，余认为”气

阴两虚“是大部分糖尿病的关键病机，其中：

一、脾气虚弱是糖尿病之始。《素问·经脉别论篇》云：“饮入于胃，游溢精

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

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盖脾主运化，并输布水谷精微至全身，

若脾气虚弱则运化输布功能失常，气血阴津生化乏源，且津液不能上承布散，阴

津失布则脏腑组织器官失于滋润，肌肤失养，功能紊乱，此糖尿病发病之始动病

机也。如《灵枢·本藏篇》就有 “脾脆则善病消瘅” 之说。历代医家亦有所论述，

如李东垣《脾胃论》曰 “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于气分则能食，脾虚则肌肉

削，即食亦也。”（注：食亦，古病名，语出《素问·气厥论》，即“中消”症），

指出消渴病病机为脾虚胃热。清代楼英《 医学纲目》论述消渴病机曰 “饮食不

节，劳倦所伤，以致脾胃虚弱， … 以甘温之药为之主。” 近代医家张锡纯主张

消渴起于中焦，并汇通中西从胰与脾的解剖关系上加以阐述： “至谓其证起于中

焦，是诚有理，因中焦膵病，而累及于脾也 。盖膵为脾之副脏 … 迨至膵病累

及于脾，致脾气不能散精达肺则津液少，不能通调水道则小便无节，是以渴而多

饮多溲也。” 这里所谓“膵”即指胰腺。已故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仕昌曾指

出：“糖尿病属中医之消渴病证。我体会消渴一病，虽与肺燥、胃热、肾虚有关，

但关键在脾。”

二、津亏阴虚是糖尿病的重要病理过程。由于脾气虚弱，阴津不能上归于肺，

则多饮以自救；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胃失润养，致胃热亢盛，则消谷善饥；

脾虚阴津失布，肾失滋润，导致肾虚失藏，开阖失司，固摄无权而见小便量多；

脾气虚不能转输水谷精微，阴津失于布散，不能濡养肌肉皮毛，则见皮肤干燥，

身体日渐消瘦；脾气虚不能转输水谷精微，则水谷精微下流而小便味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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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亏阴虚是糖尿病损伤脏腑的直接原因，也是伴随糖尿病发生、发展和演变的重

要病理过程。

基于以上认识，余认为益气养阴是糖尿病的关键治法，从而创制了益气养阴

降糖方（黄芪、白术、扁豆、葛根、麦冬、玄参、天花粉、生地、山萸肉、丹皮、

知母、仙鹤草、甘草），该方以黄芪、白术、扁豆健脾益气治其本；以葛根、麦

冬、玄参、天花粉生津养阴以治其标；以生地、丹皮、知母滋阴清热，消除因阴

津亏虚所生之内热；以山萸肉补肾固精，防止阴精流失；以仙鹤草补虚，改善患

者因脾气虚弱造成的乏力症（仙鹤草又名脱力草，有补虚、治脱力、劳伤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仙鹤草单味制剂对于２型糖尿病具有一定疗效，其作用机制

可能包括改善胰岛素抵抗、促进胰岛素细胞分泌胰岛素、拮抗肾上腺素诱导的血

糖升高、抑制α葡萄糖苷酶活性等）。临床使用该方时余常加入黄连，盖津亏阴

虚易生燥热，黄连可清泄中焦胃热及诸脏之热，又可防止热耗气阴，从而阻断糖

尿病的进一步发展，用量视患者体质和用药后反应一般为 20-50 克 （初服一般

从 20克开始，若服药后患者无腹泻，而且患者服药时苦味口感不强烈，再逐步

加量），药理研究证实，黄连主要成分小蘖碱不仅有降血糖作用，而且对糖尿病

性并发症也有一定作用；加桑寄生，源于民间治疗经验启发，用量 30-60 克。现

代研究也证明，桑寄生含有大量的谷甾醇和黄酮类物质，可以有效促进血液循环，

并降低血液黏度，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降血压、降血糖作用。不仅如此，桑寄生

含有的各种微量元素，对于改善糖尿病患者胰腺功能有较大帮助。此外，借鉴张

锡纯经验，还可选加鸡内金、五味子，张氏认为，用鸡内金者，因此证尿中皆含

有糖质，用之以助脾胃强健，化饮食中糖质为津液也；用五味者，取其酸收之性，

大能封固肾关，不使水饮急于下趋也 。

（2022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