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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

刘冰洋#

"

!

$邹欣蓉#

"

!

$刘$琼#

"

!

$步世忠#

"

!

$$糖尿病肾病$

G?>0-J?. D-KB13K>JBL

!

,6

%是糖尿

病最常见的血管并发症!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病率为

!"M

%

:"M

!已成为导致终末期肾病$

-DG

#

AJ>E- 1-D>4

G?A->A-

!

=NO,

%最重要的单一因素'

#

!

!

(

) 病理学研究

发现
,6

是以肾小球基底膜增厚和系膜区增宽为基本

特征的一种疾病'

%

(

!其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现已发现血

流动力学异常*遗传因素*蛋白激酶&激活*氧化应激反

应增强*肾素*血管紧张素
!

*促炎细胞因子和多种生长

因子等因素均与
,6

的发生发展有关'

:

!

9

(

)

研究表明严格控制血糖值和血压值在正常范围能

够显著延缓
,6

的进展) 到
=NO,

期!只能通过透析

或者肾移植进行治疗'

$

(

) 目前临床上治疗
,6

使用的

药物主要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

体阻断剂!而这些单一药物治疗只是针对
,6

的某个

特定的病因!并且长期服用有一定的副作用) 伴随着

全球各地区
,6

患者的人数逐年增加!寻找更合适的

有效低毒副作用药物显得非常重要'

8

"

<

(

) 中药在治疗

,6

的应用中!既能调控血压和降低血糖!还可以减少

蛋白尿!改善肾功能!且毒副作用少!在治疗
,6

方面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就近年来单味药*中药有效

成分及复方汤剂治疗
,6

的进展综述如下)

#

$单味中药治疗糖尿病肾病

#

!

#

$黄芪$黄芪为豆科草本植物!味甘性温!具

有利尿消肿*益气固表*活血排毒及补中益气等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黄芪有防治糖尿病肾病的作用) 邓

文超等'

#"

(对链脲佐菌素$

AJ1-KJ3C3J3.?D

!

N)P

%诱导

的糖尿病大鼠模型应用黄芪干预治疗
#!

周后!黄芪组

大鼠
!: B

尿蛋白定量*血尿素氮$

0433G @1-> D?J13

#

E-D

!

;Q6

%*肌酐$

.1->J?D?D-

!

N&1

%*

*DJ:

*

"

#

.>J-

#

D?D

及转化生长因子
"

#

$

J1>DAR31/?DE E13SJB

R>.J31"

#

!

)TU

#

"

#

%均明显下降!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黄

芪具有下调
*DJ:

*

"

#

.>J-D?D

及
)TU

#

"

#

在肾间质中

的表达!进而延缓糖尿病肾病大鼠肾间质纤维化进程

的作用) 刘星星等'

##

(使用黄芪联合贝那普利治疗早

期
,6

患者
%<

例!研究发现患者的尿
"!

#微球蛋白*

尿微量白蛋白*尿白蛋白排泄率及血微球蛋白*

)6U

#

#

*

(V

#

$

*

)TU

#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W>A.@4>1

-DG3JB-4?>4 E13SJB R>.J31

!

2=TU

%等指标比单纯使

用贝那普利治疗改善更为明显!推测黄芪对肾脏的保

护机制可能与抑制
)6U

#

#

*

(V

#

$

*

)TU

#

"

#

*

2=TU

的表

达有关)

#

!

!

$大黄$为蓼科属多年生植物!性味苦寒!具

有泻下通便*泻火解毒*利湿退黄*活血化?等功效)

熊智慧'

#!

(使用大黄治疗
,6

患者
$"

例!发现治疗

#$

周和
!:

周的患者血脂及血*尿
)TU

#

"

#

明显降低!

证明大黄具有降低
,6

患者血脂和保护肾功能的作

用) 此外!郭俊等'

#%

(报道了运用大黄灌肠的方式延缓

,6

病情发展的报告!这为中药治疗
,6

提供了一种

新的用药方式)

#

!

%

$银杏叶$银杏叶是银杏科植物银杏的叶!

味微苦!性平!具有益心*活血止痛*化湿止泻的功效)

王岚等'

#:

(对
8!

例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进行随机分

组!对照组$

%:

例%使用前列地尔注射液静脉滴注治

疗!治疗组$

%7

例%使用前列地尔注射液和银杏叶注射

液联合静脉滴注) 治疗两周后!两组患者的
!: B

尿微

量白蛋白*血清总胆固醇$

J3J>4 .B34-AJ-134

!

)&

%和甘

油三酯$

J1 ?E4L.-1?G-

!

)T

%等指标均降低!且治疗组比

对照组降低更明显!推测银杏叶保护肾脏的功能与其

能够改善血流动力学!调节多种氧化酶活性有关) 甄

丹等'

#9

(关于+银杏叶注射液联合替米沙坦治疗早期糖

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的研究也与王岚等人得出了相

似的结果)

!

$中药有效成分治疗糖尿病肾病

!

!

#

$黄芪多糖$李志杰等'

#$

(采用黄芪多糖对

N)P

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进行
7

周的干预治疗!结果表

明!治疗组大鼠
;Q6

和
N.1

均有显著降低!且病理损

伤较模型组减轻!

D-KB1?D

和
K3G3.?D

两种蛋白的表

达均增加!推测黄芪多糖可能通过维持足细胞
D-KB

#

1?D

和
K3G3.?D

的表达起到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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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等'

#8

(对
$%

例
,6

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黄芪

多糖可能通过改善血液流变学!降低血糖等方式有效

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临床症状!使恒压下降!降低

!: B

尿蛋白!并且显著改善肾功能!对肾脏起到一定

的保护作用)

!

!

!

$葛根素$

PB3DE UX

等'

#7

(对
N)P

诱导的

,6

大鼠模型分别使用洛沙坦和葛根素进行
8

天的干

预治疗!研究发现!葛根素组小鼠的氧化应激反应和蛋

白质巯基亚硝基化被明显抑制!且大鼠肾脏中基质金

蛋白酶#

<

$

++Y

%

/O6Z

和蛋白质表达量也显著降

低&该试验首次证明了葛根素通过下调
++Y

来治疗

早期
,6

) 王昌等'

#<

(采用缬沙坦联合葛根素治疗
,6

患者
%:

例!发现两组患者
)&

*

)T

*

V,V

#

&

*尿白蛋白

排泄率*纤维蛋白原较治疗前均有下降!而且比单纯使

用缬沙坦治疗效果好&推测改善机体氧化应激状态是

葛根素延缓
,6

发展的机制) 吴伟等'

!"

(使用
+-J>

分析的方法对
<

篇关于葛根素治疗早期
!

型糖尿病肾

病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葛根素具有降低空

腹血糖和减少尿微量白蛋白的作用!这成为葛根素作

为治疗
,6

有效药物提供一定的证据)

!

!

%

$川芎嗪$在临床研究方面!苏保林等'

!#

(对

:$

例
,6

患者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芎嗪注

射液!治疗
#:

天后测得!患者
)TU

#

"

#

*

&OY

*

(V

#

$

水

平较治疗前均降低!而且疗效优于仅使用常规西医治

疗的患者&推测川芎嗪保护肾功能的机制可能与其降

低炎症因子水平!延缓肾脏纤维化进程有关) 杨林

等'

!!

(对
<

篇中
:<!

例
,6

患者关于川芎嗪注射液治

疗糖尿病肾病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J>

分析!结果

显示!与常规治疗组相比!联用川芎嗪组可显著降低

,6

患者
!: B

尿清蛋白排泄率*

!: B

尿白蛋白排泄

率*

!: B

尿蛋白定量及
N&1

!并且所有纳入研究的患

者未发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

!

:

$雷公藤多苷$赵芊等'

!%

(采用高脂饮食联合

N)P

诱导的
,6

大鼠模型!使用雷公藤多苷干预治疗

#!

周后!病理分析显示大鼠肾小球*小管间质及足细

胞病变明显减轻!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肾脏皮质
D-KB

#

1?D

蛋白表达明显增加&推测雷公藤多苷可能通过上调

D-KB1?D

的表达来减轻
,6

组细胞损害) 吴胜斌

等'

!:

(对
%%

例
,6

患者联用缬沙坦和雷公藤多苷进行

治疗!结果表明患者的
Q)Y

*

N&1

*

(ET

和补体$

&%

!

&:

%的水平均有降低!而且比单纯使用缬沙坦的患者

下降更明显!考虑雷公藤多苷可通过抑制免疫细胞增

殖!减少抗体*补体的作用减轻
,6

患者肾脏纤维化!

进而起到保护肾功能的作用)

!

!

9

$小檗碱$唐丽琴等'

!9

(使用混有小檗碱的培

养液对
,6

大鼠模型的肾小球系膜细胞进行培养!

!: B

后进行
+))

法和
=V(NZ

法检测发现!与正常培

养的细胞相比加入小檗碱培养的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

较慢!

)TU

#

"

#

表达显著降低!而
.Z+Y

的表达增高&

推测肾小球系膜细胞是小檗碱的作用的靶点之一!小

檗碱可能通过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和分泌起到延

缓
,6

发展的作用)

%

$中药复方治疗糖尿病肾病

%

!

#

$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出自北宋钱乙的

-小儿药证直诀.!由熟地*山药*山茱萸*泽泻*茯苓*

牡丹皮等六味药组成!具有滋补肾阴的功效) 韦道明

等'

!$

(采用六味地黄丸对
N)P

诱导的
,6

大鼠模型干

预治疗
7

周后!结果
,6

大鼠的尿微量白蛋白含量*尿

"!

微球蛋白含量*血浆胰高血糖素*垂体生长激素水

平均显著降低!推测六味地黄丸可通过调控糖代谢调

节激素来保护肾功能) 刘朝菊'

!8

(对
%"

例
,6

患者给

予常规西药加服六味地黄丸治疗两个月) 结果显示!

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生化指标*肾功指标较治疗前均

下降!疗效优于仅使用常规西药的患者!证明六味地黄

丸能通过多种途径延缓
,6

病情发展)

%

!

!

$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出自金元时期李

杲所著的-内外伤辨惑论.!由黄芪和当归两味药以

9

'

#

比分组成!有补气生血之功效)

[- \V

等'

!7

(使用

混有当归补血汤的培养液对离体的肾小球系膜细胞进

行培养!然后对上述细胞和正常培养细胞分别进行

+))

和
=V(NZ

检测!结果发现当归补血汤干预培养的

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明显受到抑制!并且细胞外基质

蛋白的表达也大幅减少!该研究显示了当归补血汤在

治疗早期
,6

的价值) 周必发等'

!<

(对
$#

例
,6

患者

采用常规治疗加服当归补血汤的治疗方案!

:

周后发

现加服当归补血汤的患者血尿酸*

&1

*

;Q6

改善优于

对照组$

Y ]"

!

"9

%!

!: B

尿微量白蛋白排出明显低于

对照组$

Y ]"

!

"#

%)

%

!

%

$真武汤$真武汤出自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

-伤寒杂病论.!主要由茯苓*芍药*白术*生姜*附子*

炮去皮*破八片等药组成!具有温阳利水的功效)

&>? X

等'

%"

(的实验显示真武汤可以通过抑制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来调节
D-KB1?D

和
K3G3.?D

的表达!进而

起到保护足细胞免受损伤的作用) 胡昌珍等'

%#

(通过

观察
$7

例
,6

患者的治疗情况!发现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服真武汤的有效率$

77

!

!M

%要显著高于单纯

常规治疗的有效率$

$8

!

$M

%!该研究表明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加服真武汤可以显著改善患者肾功能)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

"!"#'%"

:

$展望$

,6

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

一!目前尚缺乏合适的治疗药物) 总结近年来中药治疗

,6

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中药能够通过改善血流动力

学*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减弱氧化应激反应*抑制肾素血

管紧张素系统等多种途径减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而且

中药毒副反应少!非常适合需要长期服药的
,6

患者)

另外!中药能改善
,6

患者早期的症状!因此加强中药

治疗早期
,6

相关机制的研究对
,6

的早期症状改善

及减缓病情进展均有积极意义) 然而目前对中药的研

究偏向于中药复方和单体方向!在中药有效活性物质方

面的病例对照资料相对较少!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药

在治疗
,6

机制的研究及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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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病学术大会暨糖尿病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中医药大学糖尿病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承办的$第九次全

国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病学术大会暨糖尿病高峰论坛%于
!"#$

年
#"

月
!#

&

!:

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和摘要

#"!

篇"论文内容涉及专家笔谈#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及名医名家经验传承等"病种涵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甲状腺疾病#骨质疏松症#

高尿酸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等' 会议邀请国内从事中西医结合内分泌领域研究的
!"

位知名专家做专题报告"系统综述了内分泌学

领域的热点问题和进展"内容涉及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甲状腺疾病"血脂代谢紊乱"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内分泌与代谢病"重点研

讨了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中西医结合研究新进展"并对内分泌代谢病中西医结合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林兰教授报告了$糖尿病三型辨证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高思华教授报告了$降糖

消渴颗粒
[[ c ZL

小鼠糖脂代谢与脂肪组织产热功能的影响研究%(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于世家教授介绍了当前糖尿病神经病

变诊断治疗的新进展(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魏军平教授结合当前糖尿病流行病学发展趋势"介绍了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慢

性并发症的研究进展(大连中心医院高政南教授分析了转化医学与糖尿病的现状及展望"介绍了转化医学及国内外发展情况(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钱秋海教授阐述了甲状腺疾病及其对生殖系统与妊娠的影响"系统总结了中西医防治甲状腺疾病合并妊娠的措施

及甲状腺疾病养生要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高鑫教授认为"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代谢紊乱的源头"非酒精性脂肪肝可明显增加肾脏病变#糖尿病及糖尿

病并发症的患病率"研究证实了盐酸小檗碱的降糖作用"并证实其可明显降低胆固醇水平(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高天舒教授针对

碘#硒#铁三种微量元素与甲状腺疾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李显筑教授指出毒邪损络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生

发展的重要环节"应重视脂毒#瘀血#痰浊等病邪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中的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倪青教授提出糖尿病合并

高尿酸血证的中医病机以肝#脾#肾亏虚为本"以湿浊毒邪浸淫为标"并从辨证论治#专方治疗#中成药治疗#单味药治疗#中医外治法等

方面介绍了治疗现状(江苏省中医院余江毅教授提出了
,[,

所面临的临床难点即控制代谢紊乱#减轻肾脏病变#肾功能保护(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王颜刚教授探讨了痛风与血糖的关系"以及急性期痛风的中西药治疗(武汉同济医院杨明炜教授回顾并肯定了近年来中医

药在防治糖尿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提出中医药防治糖尿病在临床与科研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杨晓晖教授提出心血管事件是
!

型糖尿病的主要致残和致死原因"介绍了糖尿病心脏病的发病机制#临

床特点#危险因素的评估及预防和治疗等(李怡教授结合临床研究和案例"讲解了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中医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陆付耳教授介绍了脂肪代谢的机制"高脂血症发病机理#临床分型#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法和治

疗目标(北京世纪坛医院冯兴中教授主要介绍了糖尿病治疗过程中的人文实践(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方邦江教授以糖尿病昏

迷和甲亢危象为例"报告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代谢病急症的临床思维与实践(北京协和医院尹德海教授介绍了糖尿病肾病的中西

医结合诊治进展(湖北中医药大学向楠教授介绍了内分泌疾病中药新药研发思路#选题原则#选题范围#选题方法等"并以甲状腺疾病#

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例具体论述'

大会进行了内分泌专业委员会换届选举"成立了以魏军平教授为主任委员的第三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会

议期间"魏军平教授组织新一届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会议"对专业委员会工作计划以及明年的会议安排进行了讨论"初步

定于
!"#8

年
<

月下旬在山东举办'

此次会议是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病领域的又一次学术盛会"会议展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优势和特色"促进了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病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得圆满成功'

)王秋虹$魏军平$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