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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２７０例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医体质、中医证型的临床分析研究；了解患者中医体质与其证型分布；探求体质、证
型等因素与Ｔ２ＤＭ的关系，为２型糖尿病的临床及预防提供依据。方法：通过问卷方式，调查研究２７０例２型糖尿病患者的体质及
证型，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故而了解２型糖尿病患者的常见体质及证型分布。结果：２型糖尿病患者常见体质为痰湿质７７例
（２８５２％），阴虚质６３例（２３３３％），气虚质、湿热质４２例（１５５６％）。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医证型中，痰热（湿）互结证有８９例
（３２９６％），气阴两虚证有６４例（２３７０％），肝肾阴虚证有５３例（１９６３％），热盛津伤证有４２例（１５５６％），阴阳两虚证有２２例
（８１５％），兼血瘀证有３０例（１１１１％），兼痰浊证有２７例（１０００％）。患者性别、年龄等因素对中医体质和中医证型的分布存在
影响。结论：２型糖尿病患者常见体质为痰湿质、阴虚质、湿热质、气虚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医证型中，以痰热（湿）互结证最多；患
者性别、年龄等因素对中医体质和中医证型的分布存在影响。该结论为２型糖尿病的防治及临床辨证论治提供了客观依据。
关键词　２型糖尿病；体质；中医证型；临床调查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ＣＭ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ｏｆ２７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Ｘ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ｙｕ１，ＲａｎＹｉｎｇｚｈｕｏ２

（１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ＣＭ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Ｃ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ｄｐｕｒｓｕ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
ｍｏ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ｓｔｈｍａｂ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２７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ｓｏａｓ
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ｒＴＣ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ｂ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Ｃ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ｓｔｅｒｅｄｂ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ｙｐｅ
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ｗｅｒｅｐｈｌｅｇｍｄａｍｐｔｙｐｅ（７７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８．５２％，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６３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３．３３％），ｄａｍｐ
ｈｅａｔｔｙｐｅａｎｄｑ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４２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１５．５６％）．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Ｃ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８９ｃａｓｅｓ（３２．９６％）ｗｅｒｅ
ｐｈｌｅｇｍａｎｄｈｅａｔ（ｄａｍｐ）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６４ｃａｓｅｓ（２３．７０％）ｗｅｒｅｑｉａｎｄ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５３ｃａｓｅｓ（１９．６３％）ｗｅｒ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
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ｌ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２２ｃａｓｅｓ（８．１５％）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ｂｏｔｈｙｉｎａｎｄｙａｎｇ，３０ｃａｓｅｓ（１１．１１％）ｗｅｒｅ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２７ｃａｓｅｓ（１０００％）ｗｅｒｅｐｈｌｅｇｍ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ｘ，ａｇｅｗｏｕｌｄ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Ｍ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ｐｈｌｅｇｍｄａｍｐｔｙｐｅ，
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ｄａｍｐｈｅａｔｔｙｐｅａｎｄｑ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Ｍｏｓ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ＴＣ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ｐｈｌｅｇｍｈｅａｔ（ｗｅｔ）．Ｆａｃ
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ｘａｎｄａｇｅ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Ｉ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ｙｐｅｓ；ＴＣ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０

　　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ＤＭ）是２１世纪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已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

卫生问题。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资料显示；２０１１年全
世界约有３６６亿ＤＭ患者，２８亿人属于高危人群，估
计至２０３０年该数字将高达 ５５２亿［１］。根据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全国Ｄ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国 ＤＭ患病率

已达９７％左右，人数约为 ９２４０万，为 ２００３年的 ４
倍，成为世界上 ＤＭ患者最多的国家［２］。中医体质学

认为，体质是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是人生命过程中在

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３］。ＤＭ是一
种有遗传倾向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在中医学中属“消渴

病”，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各因素导致的［４］可见在Ｄ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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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中体质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２型
糖尿病（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Ｔ２ＤＭ）的中医体质类型分布
特点与性别、年龄、临床分型的关系，为 Ｔ２ＤＭ的中医
防治找出新的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７０例由太仓市浏河人民医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慢病管理中心提供的浏河地区Ｔ２ＤＭ患者。
年龄介于１８～７５岁，其中，男性１１６例，女性１５４例。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Ｔ２ＤＭ的诊断标准　Ｔ２ＤＭ患者均符合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建议的 ＷＨＯＤＭ诊断标准（１９９９
年）：１）若有 ＤＭ症状，任何时候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
（２００ｍｇ／ｄＬ）。２）空腹静脉血浆葡萄糖浓度≥７０
ｍｍｏｌ／Ｌ（１２６ｍｇ／ｄＬ）。３）在 ＯＧＴＴ实验中，口服７５ｇ
葡萄糖后 ２ｈ血浆葡萄糖浓度≥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ｍｇ／ｄＬ）。以上３个条件中，只要有一项达到标准，即
可纳入，均重复测试一次，即可明确诊断。

１２２　中医体质分型标准　参考中华中医药学会
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５］的体质分类
及分型标准。回答体质辨识表中的全部问题，每一问

题按５级评分，计算原始分及转化分，依标准判定体质
类型。原始分 ＝各个条目分值相加。转化分数 ＝
［（原始分 －条目数）／（条目数 ×４）］×１００。判定标
准：平和质转化分≥６０分，且其他８种偏颇体质转化
分均＜３０分时，判定为：是；平和质转化分≥６０分，且
其它８种偏颇体质转化分均 ＜４０分时，判定为：基本
是；否则判定为：否。偏颇体质转化分≥４０分，判定
为：是，３０～３９分，判定为：倾向是；＜３０分，判定为：
否。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８种体质为偏颇体质。
１２３　辨证分型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中医防
治指南》［６］的消渴病辨证分型根据中医患者的临床表

现、舌苔、脉象进行辨证。

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在１８～７５岁的Ｔ２ＤＭ患者。
１４　排除标准　凡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者均应排除。
１）年龄小于１８岁或大于７５岁的Ｔ２ＤＭ患者。２）妊娠
或哺乳期妇女；妊娠期 ＤＭ患者。３）并发严重心肺功
能不全，合并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精

神病患者。４）科研依从性差者。５）病情危重，难以对
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确切评价者。

１５　剔除标准　１）己进入试验而发现不符合纳入标
准或符合排除标准者；２）未按设计方案完成试验，有明
显的干预因素影响疗效判定或安全性判定者。

１６　设计调查表　询问患者中医体质辨识表中的每
项内容以及其一般情况、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病史及

中医四诊内容（“三多一少”及全身主要症状、出汗情

况、纳寐情况、二便、舌、脉）。中医辨证分型由中华中

医药学会《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６］的消渴病辨证分

型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舌苔、脉象进行辨证。

１７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
ＳＰＳＳ１５０对数据进行统计。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
侧检验，Ｐ＜００５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的
结果均采用平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进行描述。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差异采用χ２检验或秩
和检验进行比较［７］。

２　结果
２１　Ｔ２ＤＭ中医体质类型分布特点　本次调查的２７０
例Ｔ２ＤＭ患者中，按９种基本体质类型分类，结果如下
痰湿质７７例（２８５２％）＞阴虚质６３例（２３３３％）＞气
虚质、湿热质４２例（１５５６％）＞平和质１９例（７０３％）
＞阳虚质１８例（６６７％）＞气郁质６例（２２２％）＞血
瘀质１例（０３７％）＞特禀质０例（０％）。表明特禀质
为支气管哮喘患者的主要体质类型（见表１）。

此次调查的２７０例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大多为兼
夹体质，共出现２５种体质。其分类结果如下：平和质
１９例（７０３％），气虚质兼湿热质７例（２５９％），气虚
质兼血瘀质 ７例（２５９％），湿热质兼痰湿质 ７例
（２５９％），阴虚质兼阳虚质 ７例（２５９％），气虚质 ２
例（０７４％），气虚质兼气郁质 ６例（２２２％），气虚质
兼痰湿质９例，湿热质兼特禀质１例（０３７％），气郁质
兼特禀质 １例 （０３７％），阳虚质兼湿热质 １例
（０３７％），阳虚质兼气郁质１例（０３７％），痰湿质２５
例（９２６％），阳虚质兼痰湿质１２例（４４４％），血瘀质
兼阴虚质 １３例（４８１％），湿热质兼气郁质 ２４例
（８８９％）、阴虚质兼气郁质１９例（７０４％），湿热质９
例（３３３％），气郁质兼血瘀质 ３例（１１１％），气虚质
兼阴虚质 ２０例（７４１％），气虚质兼阳虚质 ４例
（１４８％），湿热质兼阴虚质１３例（４８１％），痰湿质兼
阴虚质 ２７例（１０００％），阴虚质兼血瘀质 ２５例
（９２６％），阴虚质８例（２９６％）。

表明痰湿质，阴虚质，湿热质，气虚质，痰湿质兼阴

虚质，阴虚质兼血瘀质，湿热质兼气郁质，气虚质兼阴

虚质为Ｔ２ＤＭ患者常见体质。
２２　Ｔ２ＤＭ中医体质类型和年龄分布的关系　阳虚
质、阴虚质、痰湿质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升高趋

势。痰湿质在６０岁以上年龄组中比例最高。各年龄
组经χ２检验，χ２＝３３２９９，Ｐ＝００３＜００５，有统计学
意义。２组间比较，Ｐ值均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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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２ＤＭ基本体质类型分布［例（％）］

体质类型 平和质 阴虚质 气虚质 阳虚质 痰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质 特禀质

例数 １９（７０３） ６３（２３３３） ４２（１５５６） １８（６６７） ７７（２８５２） ４２（１５５６） １（０３７） ６（２２２） ０（０）

表２　九种基本体质类型在不同年龄组中的分布［例（％）］

年龄组 平和质 阴虚质 阳虚质 气虚质 痰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质

≤４０岁 ２（２８５７） １（１４２９） ０（０） ２（２８５７） ０（０） ２（２８５７） ０（０） ０（０）
４０～６０岁 １４（１５９１） １５（１７０５） ３（３４０） １３（１４７７） ２４（２７２７） １７（１９３２） ０（０） ２（２２７）
≥６０岁 ３（１７１） ４７（２６８６） １５（８５７） ２６（１４８５） ５３（３０２９） ２４（１３７１） ２（１１４） ５（２８６）

表３　九种基本体质类型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例（％）］

性别 例数 阳虚质 气虚质 痰湿质 阴虚质 血瘀质 湿热质 气郁质 平和质

男 １１６ １（０８６） １１（９４８） ３９（３３６２） ２３（１９８３） ０（０） ３５（３０１７） ４（３４５） １７（１４６６）
女 １５４ １７（１１０４） ３０（１９４８） ４７（３０５２） ４０（２５９７） ２（１３０） ８（５１９） ３（１９５） ７（５５５）

表４　Ｔ２ＤＭ临床证型分布［例（％）］

临床证型 气阴两虚证 肝肾阴虚证 热盛津伤证 痰热（湿）互结证 阴阳两虚证 兼血瘀证 兼痰浊证

例数 ６４（２３７０） ５３（１９６３） ４２（１５５６） ８９（３２９６） ２２（８１５） ３０（１１１１） ２７（１０００）

表５　九种基本体质类型在不同中医证型中的分布［例（％）］

证型 例数 阳虚质 气虚质 痰湿质 阴虚质 血瘀质 湿热质 气郁质 平和质

痰热（湿）互结证 ８９ ５（５６１） ９（１０１１） ５０（５６１８） １（１１２） － １３（１４６１） １（１１２） ３（３３７）
气阴两虚证 ６４ － ２９（４５３１） １２（１８７５） １３（２０３１） － － － ９（１４０６）
肝肾阴虚证 ５３ － １（１８９） １２（２２６４） ２７（５０９４） － ２（３７７） ４（７５５） ７（１３２１）
热盛津伤证 ４２ － － ４（９５２） ７（１６６７） １（２３８） ２８（６６６７） ２（４７６） －
阴阳两虚证 ２２ １３（５９０９） ２（９０９） － ７（３１８２） － － － －
兼血瘀证 ３０ － ６（２０） ６（２０） ８（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７（２３３３） ２（６６７） －
兼痰浊证 ２７ ８（２９６３） ４（１４８１） １１（４０７４） ３（１１１１） － １（３７０） － －

２３　Ｔ２ＤＭ中医体质类型和性别分布的关系　男性
湿热质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女性阳虚质、气虚质比例明

显高于男性。两性别组经 χ２检验，χ２＝４９９５０，Ｐ＝
０００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２４　Ｔ２ＤＭ临床证型的分布特点　本次调查的 ２７０
例Ｔ２ＤＭ患者中，按临床证型分类，结果如下：痰热
（湿）互结证８９（３２９６％）＞气阴两虚证６４（２３７０％）
＞肝肾阴虚证 ５３（１９６３％）＞热盛津伤证 ４２
（１５５６％）＞阴阳两虚证２２（８１５％）＞兼血瘀证３０
（１１１１％）＞兼痰浊证２７（１０００％）（见表４）。本次
调查中，根据上表显示：临床证型所占比例由多到少依

次为：痰热（湿）互结证、气阴两虚证、肝肾阴虚证、热

盛津伤证、阴阳两虚证、兼血瘀证、兼痰浊证。

２５　中医体质类型与中医证型的关系　将各中医证
型中患者体质按九种基本体质类型分类，其结果如下：

痰热（湿）互结证８９例，其中痰湿质５０例（５６１８％）
＞湿热质１３例（１４６１％）＞气虚质９例（１０１１％）＞
阳虚质５例（５６１）＞平和质３例（３３７％）＞气郁质、

阴虚质１各例（１１２％）。气阴两虚证６４例，其中，气
虚质２９例（４５３１％）＞阴虚质１３例（２０３１％）＞痰
湿质１２例（１８７５％）＞平和质９例（１４０６％）。肝肾
阴虚证５３例，其中，阴虚质２７（５０９４％）例 ＞痰湿质
１２（２２６４％）例 ＞平和质 ７例（１３２１％）＞气郁质 ４
例（７５５％）＞湿热质 ２例（３７７％）＞气虚质 １例
（１８９％）。热盛津伤证 ４２例，其中，湿热质 ２８例
（６６６７％）＞阴虚质 ７例（１６６７％）＞痰湿质 ４例
（９５２％）＞气郁质 ２例（４７６％）＞血瘀质 １例
（２３８％）。阴阳两虚证 ２２例，其中，阳虚质 １３例
（５９０９％）＞阴虚质 ７例（３１８２％）＞气虚质 ２例
（９０９％）。兼血瘀证 ３０例，其中，阴虚质 ８例
（２６６７％）＞湿热质７例（３３３％）＞痰湿质、气虚质
各６例（２０％）＞气郁质２例（６６７％）＞血瘀质１例
（３３３％）。兼痰浊证 ２７例，其中，痰湿质 １１例
（４０７４％）＞阳虚质 ８例（２９６３％）＞气虚质 ４例
（１４８１％）＞阴虚质 ３例（１１１１％）＞湿热质 １例
（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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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湿质比例在痰热（湿）互结证组中明显较高，气

虚质比例在气阴两虚证组中比例明显较高，湿热质比

例在热盛津伤证组中比例明显较高。不同组经 χ２检
验，χ２＝７２３１，Ｐ＝００１８＜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其余
证型组间比较Ｐ值均＞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５）。
３　讨论

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是人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

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固有体质。本研究的

２７０例Ｔ２ＤＭ患者的中，常见的体质类型有痰湿质、阴
虚质、湿热质、气虚质、痰湿质兼阴虚质、阴虚质兼血瘀

质、湿热质兼气郁质、气虚质兼阴虚质八种体质类型，

但是以痰湿质，阴虚质，湿热质，气虚质为最常见，其中

痰湿质明显高于其他体质。太仓市浏河地区位于江苏

省最南部，长江口南岸，属于北亚热带南部季风性湿润

气候区，四季分明，当地居民多食甜为主。正如《素问

·奇病论篇》所云；“夫五味入口…脾为之行其精气，

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

溢，转为消渴。”由于气候和饮食偏嗜，长久之后，便会

酝酿成痰湿体质，因此，本地区的痰湿体质偏多，符合

上述调查结果，故地区因素不容忽视。同时，痰湿质、

阴虚质的形成受先天禀赋、后天饮食、起居调摄、年龄、

疾病药物的影响，先天禀赋是决定阴虚质和痰湿质形

成的内在基础［８］。在性别研究中发现男性湿热质比

例明显高于女性，女性阳虚质、气虚质比例明显高于男

性。在年龄组研究中，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比例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升高趋势，而且随年龄的增长

Ｔ２ＤＭ的发病率亦不断增长。高京宏［９］认为：人的体

质是不断演变的过程，受生理活动和心理变化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气、血、津液、五脏六腑的生理

功能都不断发生着变化，由盛到衰，再加上先天遗传因

素，故而易发生不同体质的 ＤＭ患者。在临床证型研
究中发现：痰热（湿）互结证、气阴两虚证、肝肾阴虚证

明显较其他证型多。且痰湿质在痰热（湿）互结证组

中、气虚质在气阴两虚证组中、湿热质在热盛津伤证组

中占比例较高。故表明 Ｔ２ＤＭ的中医体质与性别、年
龄、病程存在一定的联系；与中医证型亦有一定的联

系。不同的中医体质类型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上

有着不同的特点，故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指导

意义。宋代朱肱《类证活人书·卷第二》曰：“男子阳

多而阴少”“女子阴盛而阳微”；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

大全·直指病机赋》曰：“男子阳多乎阴，可补阴以配

阳”。本研究中以性别分层，女性ＤＭ阳虚质分布高于
男性，符合中医学对男女体质差异的认识。也有学者

认为与体质禀赋偏盛，如瘦人多阴虚，肥人多痰湿［１０］。

现代有研究显示痰湿质和气虚质是肥胖人群的主要体

质类型［１１－１２］。张洪钧等［１３］认为：遗传因素导致的体

质不同，从而找出疾病的根本病因。故可以通过调查

体质类型来防治ＤＭ及其并发症，以达到“治病求本”
的效果。

综上，我们可以发挥中医体质学说的优势，运用

“治未病”的理念，找出 ＤＭ及其并发症的高危体质类
型，调整体质偏颇，从而达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

的目的。本研究的样本量偏少，可能造成研究结果有

所误差，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关于本地区

Ｔ２Ｄ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确保科研结论的精确性。
参考文献

［１］ＷｈｉｔｉｎｇＤＲ，ＧｕａｒｉｇｕａｔａＬ，ＷｅｉｌＣ，ｅｔａｌ．ＩＤ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ｔｌ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ｆｏｒ２０１１ａｎｄ２０３０［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Ｒｅｓ

Ｃｌｉｎ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１，９４（３）：３１１－３２１．

［２］ＹａｎｇＷ，ＬｕＪ，Ｗ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ｍｅｎ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２）：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３］王琦．中医体质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２．

［４］周仲瑛．中医内科学［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０７－

４０８．

［５］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Ｓ］．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２００９：１－４．

［６］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Ｓ］．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２００７：８－１０．

［７］孙振球．医学统计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８］任小娟，王琦．浅谈阴虚体质与阴虚证的区别与联系［Ｊ］．中医研究，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

［９］高京宏．痰湿体质机制及基因表达谱研究［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

学，２００５．

［１０］黄力，史载祥．高血压病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Ｊ］．中国临床医

生，１９９９，２７（１２）：１０－１１．

［１１］骆斌，王琦．痰湿体质论析［Ｊ］．安徽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１８（５）：

１０－１３．

［１２］朱燕波，王琦，吴承玉，等．１８８０５例中国成年人中医体质类型与超

重肥胖关系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Ｊ］．中西医结合学报，２０１０，８

（１１）：１０２３－１０２８．

［１３］张洪钧，彭莉．如何从体质中寻找中医病因［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杂志，２００３，１９（２）：２７－４４．

（２０１４－０３－１２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２０６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