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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阴两虚型是糖尿病的重要证型，且在临床中极为常见。传统中医治疗注重益气生津，养阴清热，现代

中医发现患者多有瘀血表现，随患病时间增加，瘀血随之加重。本文综合多位医家对气阴两虚型糖尿病

的治疗方法和学界前沿成果，分析益气养阴活血法在治疗气阴两虚型2型糖尿病过程中，改善患者症状并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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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 and Yin de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diabetes mellitus and is extremely common in clinical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cuses on benefiting qi and generating fluids, 
nourishing yin and clearing heat, but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have found that pa-
tients often have stasis, which is aggrav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ease time. In this paper, we syn-
thesize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many medical doctors for diabetes mellitus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and the cutting-edg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field,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method of promoting qi, nourishing yin and activating blood stasis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de-
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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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2 型糖尿病发病率显著提高，由于其发病隐秘，且

发病过程无明显身体不适，故 2 型糖尿病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最大隐形杀手。因此可见，预防、治疗

糖尿病刻不容缓。当前针对 2 型糖尿病治疗多采用西医疗法，但西医的治疗药物如二甲双胍，副作用较

多，尤其以胃肠道反应最为多见，石凤华研究发现：胃肠道不耐受是二甲双胍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高达 20%~30%，其中有 5%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或无法应用最佳剂量，影响治疗效果[1]。而通过对

多年来运用中医药治疗 2 型糖尿病案例进行收集整理，发现中医药疗法疗效客观且相对西医治疗方法副

作用效果更小。因此本文就气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及基础研究进展进行归纳，进一步探寻

更好治疗 2 型糖尿病的中医药疗法。 

2. 糖尿病发病特点 

糖尿病是由于体内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从而导致的一组内分泌代谢综合病症，临床以长期高血

糖为主要特征，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为典型临床表现。糖尿病中常见的类型是能够产生胰岛

素，但不能有效利用胰岛素的 2 型糖尿病。糖尿病能够引起糖、脂肪、蛋白质等物质的代谢紊乱，故其

常与高脂血症、肥胖、胰岛素抵抗等疾病联合出现，患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提高，以及老龄化社会加快来临，有研究显示，30 多年来，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显著增加。我国 18 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流行病学资料显示，1980 年糖尿病的患病率

仅有 0.67%在 2015 至 2017 年已上升至 11.2%，并且未诊断的糖尿病比例较高，从 2013 年大规模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看，按照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标准诊断的糖尿病患者中，糖尿病的知晓率仅有 36.5% [2]。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的第 10 版《全球糖尿病地图》数据显示：预计到 2045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

人数将达到 7.83 亿。2021 年约有 670 万成年人死于糖尿病或其并发症，占全球全因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

以上[3]。2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增加，占全部糖尿病患病人群的 90%以上，年轻患者数量也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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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当前，糖尿病被认为是一种全球性疾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最大的隐形杀手。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糖尿病当归属于中医“消渴”范畴，也被称为“消瘅、脾瘅、消中”等。“消

渴”是指以多饮、多食、多尿及疲乏、尿中有甜味、消瘦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症状，与现代临床医学的糖尿

病基本一致。中医认识消渴的历史十分悠久：纵观中医典籍：在《素问·奇病论》中，消渴病名见有记

载：“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4]可见消渴病因与禀赋不足、饮食

肥甘、情志失节、劳欲过度有关，病机为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病变在肺胃肾，以肾为主，主要证型有气

阴两虚型、肝郁脾虚型、阴阳两虚型等，总以虚证多见，而其中又以气阴两虚型最为常见。 

3. 气阴两虚型 T2MD 成因及其特点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消渴病的基本病机主要为阴津亏耗，燥热偏盛。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两者

互为因果。由于阴虚燥热日久迁延不愈，阴损及阳，引起气阴两虚。此时患者不但具有肺、肾、胃等脏腑

阴虚燥热症状，还存在气虚症状。患者整体突出表现为身体消瘦明显，口干舌燥，大便干燥，皮肤干燥

没有弹性，瘙痒，精神状态不佳，时常疲乏无力，少气懒言等症状[5]。气阴两虚型 T2MD 是在临床中十

分重要的证型。吕春兰等提出糖尿病证型的发展演变规律是从阴虚火旺型发展到气阴两虚型，最终到阴

阳两虚型[6]，气阴两虚证是糖尿病的重要阶段；谢春光教授在多年临床经验及多项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糖尿病“气阴两虚”核心病机学说：气阴两虚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病机关键：是贯穿糖尿病发

生发展的核心病机：也是各种慢性并发症的关键触发点[7]；倪青等认为：糖尿病前期相当于《内经》“脾

瘅”的范畴：以脾虚为病理前提：阴虚内热是糖尿病前期的核心病机：气阴两虚是糖尿病前期病机的最

终转归[8]；吴挺超等人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气阴两虚型糖尿病患者常常证型极易“夹痰”“夹瘀”，由于

气虚推动血行无力，加之阴液亏损，脉道不充，血行更加涩滞，易致瘀血内生，形成夹瘀兼证。血脉瘀阻

导致津液环流不利，水液进一步停聚可加重痰湿内生，痰湿留滞阻碍气之运行，又可加重血行瘀阻，余

热煎熬津液，可炼液成痰，痰湿瘀血久郁化热，亦能助长火势，故最终可形成多种兼证齐聚的局面[9]；
仝小林院士认为瘀血贯穿糖尿病始终，随着病情发展，致瘀因素越多，瘀血越来越重[10]；淦家荣通过研

究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的明显改变：人们寿命日益延长，各种并发症及合并症越来越多，

导致 2 型糖尿病病因病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老的辨证论治方法已无法满足当今对消渴病的治疗要求。

有数据显示在 2 型糖尿病辨证分型中：气阴两虚证(包括气阴两虚夹瘀证)最多，随年龄增加气阴两虚夹瘀

证比例也逐年递增[11]。可见气阴两虚型在 2 型糖尿病的辨证分型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在临床治疗中极

为常见。 

4. 中药方剂治疗 

当前中医药治疗气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治法多以益气养阴为基础，辅以活血化瘀治疗，实现了预防

糖尿病并发症的，甚至改善患者预后的效果。 

4.1. 益气养阴为基础 

中医治疗消渴病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东汉年间就有关于益气养阴法治疗消渴病的系统性记载，如

《伤寒论》中的第 170 条：“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12]《伤

寒论》全书共有 5 处条文记载白虎加人参汤及其适应症，口渴症状被反复提到，因为此时患者里热已成，

耗气伤津，伤津则人欲引水自救，故见口渴欲多饮水，而气耗则影响水液化生津液，且津液不能上承，

故患者可见饮水数升口渴仍不解。张仲景以此方开创益气养阴法治疗消渴病的先河，为后世治疗此病奠

定一定的理论基础[13]。 
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医家多采用经方与时方相结合，随证加减的方法，如粳米多用山药代替。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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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甘平，归肺、脾、肾经，既能益气养阴又兼有涩性，不仅能代粳米调和胃气，补气健脾，使身体虚弱患

者不至于因石膏知母之寒凉而成泄泻，还可固摄下焦元气，减少糖尿病患者因病程过长，而发生久病入

肾的情况，故临床中多以山药代粳米使用，收获疗效显著。还有医家自拟益气养阴调糖饮：太子参 15 g，
黄芪 30 g，生地 30 g，山萸肉 30 g，山药 30 g，茯苓 30 g，枳壳 10 g，麦冬 10 g，泽泻 10 g，丹参 30 g，
升麻 6 g，白术 30 g，苍术 10 g，此方针对消渴常见的气阴两虚的证候特点，融合了中医经典中对“阴虚”

和“气津两伤”的论治方法：采用益气养阴、养血活血的治法治疗消渴。通过设立中药组和对照组，研究

者发现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血糖糖化变化、血脂等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患者症状得到不同

程度好转，且中药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14]。卢春茜等研究发现参芪麦味地黄汤可明显改善 2 型糖

尿病患者咽干口燥、倦怠乏力、口渴喜饮、多食易饥、气短懒言、心悸失眠、五心烦热、便秘溲赤等症

状，且治疗组患者 FPG、2hPG、HbA1c 水平均较前明显降低，临床效果显著[15]。高曌等以《仁斋直指

方》中的玉泉丸为基础方加减，广泛应用于治疗气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发现运用玉泉丸可以改善接受

胰岛素治疗的气阴两虚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波动水平，且玉泉丸在降低平均血糖水平的同时，减少了

DBLL，说明玉泉丸对于血糖的作用不是单向的降低。MAGE 和 MODD 的减小提示玉泉丸是在改善气阴

两虚证候的基础上，降低血糖波动幅度，降低平均血糖水平，减少低血糖的发生，达到预防糖尿病慢性

血管并发症的治疗目的[16]。玉液汤方中取黄芪、太子参等药物益气养阴之功效，又因长期患有消渴病的

患者身体有严重淤血表现，可加入丹参，用于增强活血化瘀之疗效，从而增强治疗效果[17]。 

4.2. 重视活血化瘀 

现代医家普遍认为气阴两虚型 2 型糖尿病的治疗方向主要是以益气养阴为主，活血化瘀为辅。在消

渴病治疗中，应该积极运用活血化瘀药物，有医家认为瘀血伴随消渴病的始终，消渴的诸多并发症如雀

目，痈疽等也多与瘀血有关。陈琳、唐爱华研究认为在气阴两虚型消渴病中由于阴虚日积，使得热势更

甚，进而耗损阴更甚，更易使瘀血壅遏周身各条络脉。血瘀发病，导致 2 型糖尿病的病情发展至气阴两

虚夹瘀型。《临证指南医案》云：“络脉瘀闭，不通则痛”，又因消渴日久，阴阳、气血、脏腑俱损，不

荣则痛或痿[18]。仝小林教授认为活血通络贯全程，糖尿病的络脉损伤是诸多并发症的根源，其形成和发

展有着漫长的过程，治疗要及早介入，在糖尿病的前早期就要应用活血通络之药，预防并发症[19]。衡先

培教授认为瘀血与糖尿病之联系极为密切，瘀血阻滞可以加重糖尿病的病情，二者相互作用，且血瘀贯

穿糖尿病的整个过程，“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故糖尿病治疗过程中应注重活血化瘀，并临床随证加减

[20]。糖尿病的病程较长，且难以根治，患者患病时间多以年为单位。在长期大量的临床观察研究中祝谌

予教授发现，糖尿病患者患病时间越长，瘀血表现随之越重，尤其是合并有慢性血管、神经病变或长期

使用胰岛素注射治疗者常常伴有瘀血表现[21]，诸如肢体疼痛、麻木，皮肤青紫，心前区疼痛、痛处固定

不移，面部晦暗，半身不遂，妇女闭经或经量稀少，黑紫血块，舌质淡暗，舌边有瘀斑或瘀点，舌下络脉

青紫、怒张等等，祝教授提出采用活血化瘀法，开创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以益气养阴兼予活血为基本治

则，利用降糖对药方治疗气阴两虚型糖尿病患者。降糖对药方由生黄芪 30 g，生地 30 g，苍术 15 g，元

参 30 g，丹参 30 g，葛根 15 g 组成，全方以益气养阴治其本，活血化瘀治其标，相辅相成，标本兼顾[21]。
衡先培教授对于以血瘀为主要病机的糖尿病患者，以活血化瘀自拟方治疗，方药如下：川牛膝 15 g，虎

杖 15 g，鸡血藤 15 g，泽兰 15 g，益母草 15 g，丹参 15 g，鬼箭羽 15g。方中川牛膝、虎杖、益母草、泽

兰引瘀血下行，化而为水，从足太阳膀胱而出；丹参、鬼箭羽活血破血，使瘀血无所藏；鸡血藤、丹参活

血兼能养血，即具防诸活血破血药耗津伤络，又寓养血以生津之意。全方使浊阴之瘀血得降，清阳之津

液自可上升，润养诸窍。如口干显著，常加葛根 20 g，天花粉 15 g。此二药既助活血行血，又可生津止

渴以治标。久病者多伤气，可加太子参 20 g 兼顾正气[20]。故而在气阴两虚型消渴病患者的治疗中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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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活血化瘀药物的运用，甚至对于还没有瘀血表现的患者，也可以提早使用活血化瘀药物，从而起到

预防瘀血发生，降低并发症发病率的效果。 

5. 小结 

气阴两虚证是消渴病的基本病理表现，且随着疾病过程深入，患者多兼见瘀血表现。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气虚则影响血液的生成、运行、输布及排泄，血行不畅则成瘀血，阴虚则津少，津血同源，

两者同为水谷精微所化生，且在运行输布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化生。津液亏虚不能充盈脉管，

血脉不充，则血行自然不畅，即可发生瘀血表现。瘀血内生又可进一步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恶性循环。

临床上常常表现为患者口渴，乏力，肢体麻木、疼痛、感觉异常，肌肤甲错，间歇性跛行，舌质暗紫有瘀

斑瘀点，脉细涩。在消渴病早期瘀血较轻，可多用鸡血藤、丹参、桃仁、红花等活血化瘀类药物进行治

疗，对于瘀血日久，身体症状明显、甚至影响生活的患者，为防止瘀血加重，改善患者预后，可用全蝎、

地龙、水蛭等虫类药物进行治疗，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在对气阴两虚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运用

益气养阴疗法的同时应用活血化瘀类药物，能够增强疗效，可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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