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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肾病(DN)作为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发生和发展受到了医学研究者和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糖肾康饮，是中医治疗DN的经典药方，该方由黑龙江省名中医马建教授创制，针对DNIII期患者阴虚内

热、耗气伤血以及由气虚引发瘀血的病理特征，以益气滋阴和化瘀活血为治疗原则所立，对DN及其相关

症状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本文通过深入探讨糖肾康饮的组方分析、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为糖肾康饮在

DN的治疗应用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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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nephropathy (D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medical researchers and clinicians. Tang-
shenkang Decoction is a classic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D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was 
created by Professor Ma Jian, a renown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in Heilong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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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It focuses on the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Yin deficiency, internal heat, qi consump-
tion, blood injury, and blood stasis caused by Qi deficiency in patients with DN III, and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supplementing qi, nourishing yin, and promoting blood stasis. It has a good thera-
peutic effect on DN and its related symptoms. This article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angshenkang Decoction in DN by 
deeply exploring the composition analysis,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angshenkang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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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 DN)是糖尿病中最为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其发病机制主要与慢性

高血糖环境下的肾脏细胞功能损伤有关，核心的临床表现有肾小球滤过率的持续下降、白蛋白尿、血压

升高，以及心血管并发症的频发，此外，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水肿、心悸、尿频等相关症状[1] [2]。西医

对于 DN 治疗的主要策略是对血糖进行严格控制、维持血压稳定以及采用抗蛋白尿药物，其中，ACEI、
ARB 和 SGLT2 抑制剂是治疗 DN 的常用药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药物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例如

高钾血症和低血糖等不良反应[3]。从中医学的角度，DN 属于“消渴”、“虚劳”、“肾消”等范畴，已

有的研究证实，中医药在治疗 DN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4]。糖肾康饮是针对 DNIII 期患者阴虚内热、耗气

伤血以及由气虚引发瘀血的病理特征，以益气滋阴和化瘀活血为治疗原则所立，对 DN 及其相关症状有

显著的治疗效果[5]。在临床实践中，糖肾康饮不仅能有效降低尿蛋白，还能调节体内的代谢平衡，并在

一定程度上修复受损的肾脏功能[6]。 

2. DN 的中医学认识 

中医学对于 DN 有着深入的研究，其病机涉及多个方面，现从五脏相关和脾肾尤重两个方面详细阐

述 DN 的发生发展。 

2.1. 五脏相关 

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五脏之间相互关联，共同调节人体生理功能[7]。在古代医学典籍中，DN 被归

类于“消渴”、“虚劳”、“肾消”等疾病类别。在本病的早期阶段，阴虚热结被认为是主要的病理变

化，而长期的病理过程则可能导致阴伤气耗，进一步演变为气阴两虚、气阴不足、肾气不固等病理状态。

随着病情的进展，经脉失养，由虚致瘀，血脉不畅成为显著的病理特征[8]。虽然病变以肾脏为中心，但

根据中医学肝肾同源、金水相生、脾肾共主二天的理论，肝肾同病、脾肾同病以及肺肾同病也会相继出

现。这一理论视角揭示了 DN 的发病机制和病程发展不仅与肾脏的功能状态紧密相关，而且与其他脏器

的功能状态也存在深刻关联。 

2.2. 脾肾尤重 

脾与肾在 DN 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脾，被誉为“后天之本”，主导着水谷精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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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饮的运化并统摄血液行于脉中[9]。《素问·玉机真藏论》言：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傍。《金匮要

略编注·下血》言：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而肾，作为“先天之本”，主要负责全身津液代谢和

肾精的封藏[10]。《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水热穴论》曰：

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水聚而从其类也。在 DN 的演变中，脾和肾功能失衡会形成一种相互影响

的恶性循环，加快 DN 的发展。例如，脾的虚弱可能导致湿浊的产生和下焦的湿邪阻滞，进一步影响肾

的“主水”能力；反之，肾的“主水”功能不畅，水液内滞，又会影响脾的运化能力，形成脾肾相互损害

的病理状态。李东垣认为“水为万物之源，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肾阴、肾

阳与脾的阴阳相互关联，肾中的元阴元阳是脾阴阳之根，先天与后天相互补养，相互推动，若二脏不和，

则百病纷生[11]。张琪教授认为肾病的水肿、蛋白尿、血尿都与脾肾有关，其病机关键在于脾、肾功能的

失调、三焦气化的失常，尤其是慢性肾脏病，脾肾阴阳失调贯穿疾病的全过程[12]。 

3. 糖肾康饮组方分析 

糖肾康饮是由黑龙江省名中医马建教授根据 DN Ⅲ期患者临床的阴虚内热、气耗血伤以及气虚导致

的血瘀病理特征，遵循益气养阴与活血化瘀的治疗理念而创立，对 DN 及其伴随症状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整方由 10 种中药构成，包括黄芪 50 克、生地 20 克为君，黄精 20 克、茯苓 20 克、山药 30 克、山

茱萸 15 克、水蛭 15 克、川芎 20 克为臣，再佐以苍术 20 克，乌梅 30 克。黄芪为君，《本草纲目》描述

其“补中益气，补血生津”，明确指出了黄芪在调和气阴方面的重要性，另一君药生地，《珍珠囊》言其具

有“凉血、生血、补肾水真阴”之效，黄芪和生地配伍，可气阴两补，调和阴阳。在选择臣药时，山药和黄

精组合，两者均归属于脾、肺、肾经，《本草求真》言“山药，味甘平，主治脾虚食少，泄泻不禁，阴虚

自汗，肾虚遗精，与此同时，黄精的“补诸虚……填精髓”之效，也在《本草求真》中有明确的记载，二

者配伍，滋养肾脏的同时也调理脾、肺，先天与后天互资，不仅有助于滋补药材展现其效用，又可防有

闭门留寇之虞[13]。山茱萸，味酸、涩，归属于肝肾两经，被《本草新编》赞誉为“补阴之冠”，本药微

温质润，在补益肝肾阴虚方面，其作用缓和而不峻烈，既能益肝肾之阴，又可升提肾阳，为阴阳平补之

要药，此外，山茱萸还具有收敛固涩的功效，搭配君药黄芪，分别从气分和阴分两方面增强固脱之效。

茯苓药性平和，味甘而淡，归属于心、脾、肾经，主要功效包括利水渗湿、健脾止泻、安神宁心，《珍珠

囊》载其“渗泄，止渴，伐肾邪，小便多则能止之，涩则能利之”，即可祛邪，又可扶正，对于 DN III 期
患者体内水湿停滞、脾肾功能减弱和心神的不宁等症状均有良好疗效[14]。DN 的病机特点为本虚标实，

而标实中又以“瘀血”为要，瘀血是 DN 的重要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15]。《本经》中关于水蛭的描述有

“逐恶血，瘀血……利水道”，而川芎，作为“血中之气药”，其在《本草纲目》中的记载为：“川芎，

辛温。主治头痛，风寒湿痹，寒湿腹痛，破血行月经，通利小便。”本方水蛭和川芎合用，活血通经、逐

瘀消痛，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乌梅具有酸、涩之性，归属于肺、脾、肝、大肠经，《本草求真》记载其

具有生津液、止口渴的功效，《简要济众方》亦提及本品用于治疗消渴，其收敛固摄的特性既可阻止肾

精下泄，又能化解方中多种药物补阴时的滋腻作用，苍术具有燥湿健脾的功效，《本草纲目》描述其主

治脾胃湿热，可调节脾胃功能，化解湿毒，促进水液代谢，两药相互配合为佐，使整个方剂在发挥补益

作用的同时，又能防止滋腻和调和湿热[16]。通过上述药物联合使用，全方共奏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保

护肾脏和活血化瘀等多种疗效。 

4. 现代药理学研究 

近年来，糖肾康饮以及其各个组成药材在国内外的药理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些科学探讨为

糖肾康饮治疗 DNIII 期提供了坚实的现代药理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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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药对 

在研究黄芪–水蛭在 DN 治疗中的作用和潜在机制方面，科学家们采用了系统药理学和粪便代谢组

学的方法，研究结果揭示，黄芪–水蛭中的 9 种活性成分和 9 种靶蛋白与 DN 的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交互作用可能涉及到多个生物途径，如氨基酸代谢、能量代谢、酮体和脂肪酸代谢、甲胺代谢、次

级胆汁酸代谢和尿素循环等，进而在保护肾脏和肝脏、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抗氧化活性以及改善线粒体

功能方面发挥治疗作用[17]。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收集了 29 种生地–山茱萸

活性化合物和 64 个与 DN 相关的关键靶点。通过途径富集分析，研究者们揭示出生地–山茱萸可能通过

调节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RAGE)和 IL-17 信号通路来治疗 DN，进一步的动物实验表明，生地–山茱

萸显著改善了模型小鼠的代谢参数和肾脏炎症结构，并通过 AGE-RAGE 信号通路缓解 DN 诱导的肾损

伤，从而改善代谢参数并保护肾脏结构和功能[18]。另外一组科学家在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2 型糖尿病

(T2DM)大鼠模型中表明，山药–黄芪可以通过增加肝糖原合成和骨骼肌葡萄糖易位来缓解葡萄糖毒性

[19]。在关于山药–黄芪在 T2DM 治疗中的潜在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科学家们结合 H-NMR 代谢组学与

网络药理学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山药–黄芪能够调节 T2DM 大鼠的能量代谢紊乱。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该药物组合中的 18 种活性化合物与 T2DM 的调控之间存在关联，这些化合物可能通过作用于

单胺氧化酶 B (MAOB)、乙酰辅酶 A 羧化酶 1 (ACACA)、碳酸酐酶 2 (CA2)和过氧化氢酶(CAT)四种关键

靶蛋白，发挥治疗 T2DM 的作用[20]。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生地–山茱萸组合中的生物活性部分

在治疗 DN 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肾脏保护效应，该组合能够抑制 DN 模型小鼠的血清胰岛素水平降低，

有效防止细胞外基质(ECM)的积累，显著改善胰腺和肾脏的组织学表现，并减轻肾皮质中系膜细胞和足

细胞的结构改变，在机制层面上，科学家们发现生地–山茱萸中的生物活性部分通过抑制模型小鼠肾脏

中的 AGEs/RAGE/SphK1 信号通路的激活，展现出对 DN 的肾保护作用[21]。 
为了更深入了解黄芪–水蛭在 DN 治疗中的效应，科学家们进行了实验，并发现，接受黄芪–水蛭

联合治疗后的 DN 大鼠的肾小球萎缩、基底膜增厚和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等病理异常均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改善，系统药理学预测与粪便代谢组学分析揭示黄芪–水蛭中的活性成分主要作用于 9 种与 DN
治疗密切相关的靶蛋白，并可能涉及到 6 条与 DN 改善相关的生物途径，例如氨酰-tRNA 生物合成、缬

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生物合成和降解、丁酸代谢、丙酸代谢以及丙酮酸代谢等相关途径。这些潜在

的作用机制包括保护肝脏和肾脏、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和抗氧化活性以及改善线粒体功能[17]。 

4.2. 全方 

在 DN 的中医药治疗领域，糖肾康饮展现了其独特的药理效应。一项实验指出，糖肾康饮显著抑制

了高糖条件下诱导的足细胞凋亡，进一步分析表明糖肾康饮可能通过抑制 NLRP3 炎性复合物的表达，减

少 IL-1β的释放，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DN 的进展[22]。另一实验研究深入探讨糖肾康饮及其拆方组含

药血清对高糖环境下体外培养的肾小球系膜细胞(GMCs)的增殖抑制作用和对高糖诱导的细胞转化生长

因子 β1 (TGF-β1)及层黏连蛋白(LN)水平的控制能力发现，糖肾康饮能显著抑制高糖诱导的 GMCs 异常增

殖，降低 TGF-β1 和 LN 水平，并通过调整细胞周期(降低 S 期细胞比例，升高 G1 期细胞比例)抑制 GMCs
过度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其中全方组的作用优于拆方组[23]。在一项研究者们采用多种实验手段探讨糖

肾康浓缩丸对 DN 模型大鼠的保护作用及其潜在的药理机制研究中发现，糖肾康浓缩丸能在多个层面(如
血糖、血脂、肾功能、病理学变化、氧化应激和炎症指标等)改善大鼠的生理状况，尤其是中剂量组的效

果最为显著，甚至明显优于西药贝那普利组[24]。另外，一项通过血样和尿样的生化指标检测与代谢组学

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了糖肾康浓缩丸对 DN 大鼠模型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糖肾康浓缩丸能显著改

善 DN 大鼠的多项生化指标，如 GLU、HDL、LDL、UCr、24Pro 等，并通过代谢组学技术筛选出 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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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生物标志物，找到 5 条主要代谢通路涉及氨基酸代谢(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酪氨酸代谢、色氨酸

代谢、苯丙氨酸代谢)，能量代谢通路(三羧酸循环)、核苷酸代谢(嘌呤代谢通路)、胆汁酸分泌，白藜芦醇

代谢等[25]。 
综合来看，糖肾康饮通过多途径和机制综合干预 DN 的发展。首先，它能显著抑制由高糖环境诱导

的足细胞凋亡和 GMCs 的异常增殖，通过抑制 NLRP3 炎性复合物表达和降低 IL-1β的释放，进而在一定

程度上延缓 DN 的进展。其次，糖肾康饮能有效降低 TGF-β1 和 LN 的水平，并调整细胞周期以控制 GMCs
的过度增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糖肾康浓缩丸能在多个层面改善 DN 大鼠模型的血糖、血脂、肾功能

和病理学变化，同时优化氧化应激和炎症指标，最后，通过代谢组学技术，糖肾康浓缩丸被发现能显著

改善多项生化指标，并影响多条关键的代谢通路。 

5. 临床应用 

在一项比较分析中，研究者探讨了糖肾康饮治疗前后 DN 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中医症状及关键疗

效指标，发现糖肾康饮能显著改善患者的中医临床证候，如倦怠乏力、咽干口燥等，并通过降低 UAER
水平有效改善肾脏功能，减轻肾损害[6]。在另一项涵盖 60 例 III 期 DN 气阴两虚夹瘀证患者的研究中，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了 12 周的基础治疗及基础治疗联合糖肾康水丸治疗，结

果显示，治疗组患者在总有效率、中医证候积分、FPG、2hPG、Cys-C、mALB 和 UAER 等指标方面均表

现优于对照组，证明糖肾康水丸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降低尿蛋白排泄率、部分恢复肾脏功能并调节血

糖水平[26]。在一项 8 周疗程的实验中，60 例符合条件的 DN 患者经随机分组后，研究发现使用糖肾康

水丸的组别在总有效率、尿蛋白排泄率、中医证候积分改善及血清 IL-8 水平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进

一步研究表明糖肾康水丸不仅能降低血糖和尿蛋白排泄率，延缓肾脏损伤，还能显著降低血清 IL-8 水平，

减轻机体炎症反应，并在改善多种中医临床症状方面展现出显著疗效[27]。在另一项研究中，60 例 DN 患

者被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经过 8 周的观察，治疗组在中医临床症状、尿蛋白排泄率、血脂、糖化

血红蛋白、血清 TGF-β1 等指标的变化及总有效率上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这表明糖肾康水丸能有效改善肾

虚血瘀型 DN 患者的中医临床症状，显著降低尿蛋白排泄率水平，减轻肾脏损害，并可能通过干预 TGF-
β1/Smad 信号传导路径，减少肾小球细胞外基质的积聚，从而延缓肾脏损伤[28]。 

综上所述，糖肾康饮通过改善中医临床症状、调节血糖、保护肾脏、抗炎和调控相关生物标志物，

展现出其在 DN 临床治疗中的多重效用。首先，它显著改善了患者的中医临床证候，例如缓解倦怠乏力

和咽干口燥等症状，其次，它能够通过降低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来修复肾脏功能并减轻肾损害。此外，

研究还指出糖肾康饮可有效调节血糖水平，并展现出抗炎特性，如显著降低血清中的 IL-8 水平。在血糖

控制方面，糖肾康饮对空腹血糖(FPG)和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等指标表现出正向影响。最后，糖肾康饮

还通过干预信号传导路径，减少肾小球细胞外基质的积聚，从而在生理层面延缓肾脏损伤的进程。 

6. 小结 

现有的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糖肾康饮在 DN 治疗中的潜在价值和效用，但更多的研究仍然

需要进行，以便更全面的理解其作用机制和优化其在临床应用中的使用。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其他中医药物在 DN 治疗中的效用和应用，以期在现代医学治疗和中医药治疗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结合

点，为 DN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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