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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谈中医治疗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思路

!

魏子孝

魏子孝教授

$$

#

$微血管病变仍是糖尿

病慢性并发症重点关注对象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经典

定义是指微血管病变!近些年

强调所有血管病都与糖尿病密

切相关!但微血管病变仍是糖

尿病慢性并发症被关注的重

点& 微血管病变指视网膜病

变'肾脏病变'各类神经病变!

对于糖尿病来说这些慢性病变

有一定的特异性&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致残率高!对患

者'家庭及社会的危害自不必言!而其治疗难度又很

大!发展到一定程度病情不可逆&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遏制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

$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之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

思路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治疗中医学'西医学各有所

长!积极的治疗方案应当采取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态

度& 以下谈谈如何发挥中医所长的个人意见&

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必须有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

思路& 辨病的目的是对该病的轻重'缓急'治疗难易'

疗效指标!做到心中有数(辨证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

导!以辨证论治为手段!保证个体化治疗之长& 在步骤

上先)抓主症*(再处理好)标本先后*(然后围绕主症

辨证论治&

抓主症有以下实际意义#$

#

%解除痛苦!增强患者

对顽症治疗的信心($

!

%在西医诊断明确时!主症反映

该患者的特殊性($

%

%主症是把握标本先后的重要依

据($

G

%主症是衡量中医学整体调节效果的重要依据(

$

8

%局限了辨证范围($

6

%拟定治法后!选方'加减用药

针对性更强&

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标'本的治疗不相互干扰

的情况下应标本兼顾& 若标本治疗不宜兼顾!原则是

)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如舌质淡嫩与舌苔

黄腻的处理#舌质淡嫩是正气不足!补益收效尚需时

日(舌苔黄腻是湿热蕴积!祛邪相对较易%&

在以上两个前提下!辨证用药才能简捷而针对性

强& 掌握这一思路也就避免了对每一个西医病名进行

漫无边际的证型设计& 辨病与辨证结合的中医治疗思

维模式见图
#

&

图
#

$辨病与辨证结合的中医治疗思维模式

%

$以中医治疗糖尿病性末梢神经病变为例

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一& 神经病变范

围广泛!分类也有交叉!可涉及颅神经'自主神经及末

梢神经病变& 其中以多发性末梢神经炎最多见$包括

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受损%!主要表现为感觉异常!如

自肢端开始的发凉或灼热'麻木'蚁走感'疼痛等!早期

感觉过敏!后期感觉减退'消失& 可以伴有运动障碍如

腱反射减弱'肌萎缩!营养障碍如皮肤干燥'少汗'指甲

营养不良等& 抓主症#麻木'疼痛'肿胀&

%

!

#

$麻木$包括各种感觉异常%$中医学诊断属

血痹& 早在+金匮要略,中就有论述!)血痹!阴阳俱

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

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仲景将血痹与虚劳合为一篇!

知血痹的基础是虚证(名为血痹!知其虚在血脉& 古代

医家早有)麻木属虚*的概括&

从该病的顽固和发展趋势看!用仲景治疗血痹之经

典方黄芪桂枝五物汤显然病重药轻& 理论上设计的治

疗方案!无论证型多复杂!均离不开补阳还五汤方义!即

保证益气养血与活血并重& 症状较轻者!原方稍作加减

即可作为基础方#生黄芪
%" H

$陈皮
$ H

$鸡血藤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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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
#! H

$川牛膝
#! H

$或川芎
#! H

%$赤芍
#8 H

白芍
#8 H

$桃仁
$ H

$红花
$ H

$地龙
#! H

$ 虫

$ H

&有寒象者$畏寒肢冷'舌淡%!可依次选加仙灵

脾'葫芦巴'桂枝'吴茱萸'附片'干姜等(肢冷重症可

暂加细辛散寒& 瘀滞明显$舌黯'瘀斑!病程较长%!

可依次选加丹参'鬼箭羽'莪术'水蛭等& 有热象者

$舌红'脉数%!活血化瘀可选偏凉性药!如赤芍'丹

皮'丹参'苏木'郁金等配伍益气养血药& 夹湿者$苔

腻或舌胖嫩%!黄芪或暂减量或暂不用!加选加苍术'

厚朴'蚕砂'白芷等!重用生薏苡仁&

%

!

!

$疼痛$疼痛的发生并不局限微血管病变!常

伴有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动脉栓塞& 典型的表现是掣

痛$如闪电%!轻重不一& 严重者不分昼夜!难以忍受!甚

至有主动要求截肢者& 中医学诊断属痹症!有寒'热两

端!寒为常态!热属急症& 不论寒'热均是重症!故需说

明几点#$

#

%从病因来说!寒性痹症虽有行痹'痛痹'着痹

之分!但不要忽视)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的古

训(热性痹症也多是湿'热合邪& 可见均非单一邪气致

病!治疗仅把握孰轻孰重而已& $

!

%无论寒痹'热痹!绝

大多数夹湿邪& 湿$或已凝聚成痰!或阻络成瘀%为有形

之邪!需配伍散结之品& $

%

%一般痹症多以关节痛为论!

这里讨论的是血瘀为患$神经也因微循环障碍而失养导

致的炎症%!更应重视)治风先治血*')气帅血行*之论!

而常配伍养血'益气'芳香走窜之品& $

G

%局部红肿热痛

是有形之邪郁而化热$应考虑感染%!应高度重视& 至局

部溃疡久不愈或已成坏疽就是糖尿病足了!治疗更加

困难&

以下两基础方供参考#寒证可仿阳和汤方义!但避

其壅滞'滋腻!重用祛寒行瘀'通络止痛药物& 基础方#

生黄芪
%" H

$当归
#8 H

$川芎
#! H

$红花
$ H

$水

蛭
6 H

$桂枝
#8 H

$炙麻黄
$ H

$白芥子
6 H

$制川

乌
$ H

$制草乌
$ H

& 阳虚显著者!仙灵脾'肉苁蓉'巴

戟天等均可选用!甚至可用附片'干姜$乌头'附子同

用均需久煎!并配生甘草缓和乌头碱毒性& 干姜也可

减其毒性%(寒痛显著!可选加全蝎'蜈蚣'蜂房等& 用

细辛需隔周间断应用&

热证可用四妙勇安合四妙合方加减!并重用通络

止痛之品为基础方#忍冬藤
%" H

$玄参
#8 H

$黄柏

#! H

$苍术
#! H

$川牛膝
#! H

$土茯苓
%" H

$皂刺

$ H

$地龙
#! H

& 身热者可选加青蒿'柴胡'升麻$古

人尝代犀角%!或生石膏'知母等& 或径用清瘟败毒饮

加减$此方凉血不可或缺!但又不可过用!毕竟有瘀&

故可在大青叶'白头翁'秦皮'槐米'紫草等选择
#

'

!

味代犀角%!此属急治其标!视发热程度增损& 热痛显

著!可选加蜂房'徐长卿'秦皮'延胡索等&

%

!

%

$伴局部水肿$伴局部水肿尤其是伴下肢水

肿!可能兼有静脉回流障碍有关& 一般肿胀较轻!若肿

甚!则应考虑心'肾衰竭之变症又非单纯血管'神经病

变& 因此!患者应避免较长时间站立'乘车'小腿悬垂!

卧位时脚部需垫枕&

末梢神经病变属中医学)脚气*病范畴!初发也

缓(晚期也厉!以至不治& 晋'唐时因多发!颇受重视!

出现很多专方'专著& 且该病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是

有关联的!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线索可寻& 脚气病以干

$不肿%'湿$肿%分别邪气所主#湿脚气!水气胜(干脚

气!风气胜& 随着病情的发展!脚气病的临床表现并不

局限于末梢神经病变& 据文献描述!脚气入腹的表现

实际上反映着自主神经病变或心'肾功能衰竭的特点!

很容易与今天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晚期联系起来&

脚气!亦称)脚弱*')脚缓*!为古病名& 非当今香港脚

$亦称脚气'足癣!为真菌感染%!但至清朝二者混而论

之& 临床表现与湿脚气相似!以软'痛'肿为其特点&

故其治疗可从中取法&

可用鸡鸣散加减为基础方#槟榔
#! H

$大便黏滞

者可用至
#8 H

或更多% 木瓜
$ H

$吴茱萸
% H

$生姜

6 I$ H

$苏叶
$ H

$桑枝
#8 H

$生薏苡仁
%" H

$苏木

#! I#8 H

$羌活
$ I#! H

$独活
$ I#! H

& 其加减大

致与以上相仿!可参照前法&

治疗糖尿病性末梢神经炎需注意#$

#

%同时调控

血糖很重要& 糖尿病病程短'血糖居高不下!而见手足

麻木者!往往血糖调整好!麻木症状随之逐渐消失&

$

!

%不拘于肢端凉'热而辨别证属寒热& 因末梢神经

病变的特点是感觉异常& 正因为感觉异常!洗脚时需

旁人试水温!避免烫伤继发感染& 同理特别注意保护

手足勿使皮肤损伤& $

%

%中药外洗是最好的辅助疗法!

尤其是主证候与局部症状不一致时更有意义!如热证而

见手足凉者!内治解郁热!无论实热还是阳气闭郁!外治

均以祛寒为法(证属虚'寒而见手足灼热!外治需以活血

通脉为法& 以下两个常用方供参考$可根据病位范围大

小调整剂量%!外洗祛寒方#制川乌
#! H

$制草乌
#! H

吴茱萸
#! H

$细辛
#! H

$当归
#8 H

$仙灵脾
%" H

$白

芷
#8 H

!外洗通脉方#透骨草
%" H

$红花
#8 H

$桂枝

#8 H

$苏木
#8 H

$刘寄奴
#8 H

$川芎
#8 H

$白芷

#8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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