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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肾康胶囊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35例

安玲1董军梅1牛振霞2
(1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389号，453000；2河南省新乡市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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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的主要微血管病变，也

是糖尿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因此，临床上对早期

DN的及时有效治疗显得极为重要。自2003年6月一

2004年1月，我们采用糖肾康胶囊治疗早期糖尿病肾

病(DN)35例，并与单用西药对症治疗组30例对照，

取得了较好疗效，现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35例患者均依据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制定的诊断标准确诊为2型糖尿病，并按Mogensen制

定的DN分期建议，属早期的糖尿病肾病，尿白蛋白排

泄率在20—200ug／min，全部病例排除原发性肾病、

1型糖尿病、泌尿系感染、原发性高血压、心力衰竭、过

敏、肿瘤等原因所导致的蛋白尿。按就诊顺序随机分

为2组，其中治疗组35例，男19例，女16例，年龄

44．2—81．5岁，平均57．1±12．85岁，糖尿病病程3．2

—15．4年，平均7．45±2．33年，合并高血压者9例；

对照组30例，男18例，女12例，年龄45．4—82．6岁，

平均57．6±12．92岁，糖尿病病程2．9—15．7年，平均病

程7．36±2．35年，合并高血压者10例。2组临床资料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P>0．05)。

2治疗方法

2组患者均在糖尿病教育的基础上给予优质低蛋

白饮食，适当活动。对照组根据病情给予皮下注射胰

岛素(剂量随血糖的高低调节)，或以糖适平(格列喹

酮)90一180mg／d，每日分3次口服，或美吡达(格列

吡嗪)30 mg／d，每日分3次口服，餐后血糖控制不理

想者加用拜糖平50 mg，1日3次，合并高血压者加用

洛丁新(贝那普利)10 mg，1日2次，或依那普利

10 mg，1 Et 2次，使血压维持在140／90mm Hg以下。

治疗组：西药治疗同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糖肾康胶

囊(糖肾康胶囊药物成分：冬虫夏草59，川芎129，砂仁

9，熟地黄249，生黄芪409，生山药309，山茱萸159，茯

苓159，知母109，芡实129，金樱子129，牡丹皮99，五

味子109，丹参159，泽泻99，女贞子129，桑螵蛸129，

怀牛膝159，枸杞子159，制大黄109，炒陈皮159，按比

例粉碎研末装胶囊，每粒0．259，每19含原生药109)

每次0．75 g，每El 3次。疗程5个月。

3治疗结果

诊疗评定标准：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消渴病专业

委员会《消渴病(糖尿病)中医分期辨证与诊疗评定标

准》拟定以下标准：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空腹血

糖(FBG)<7．2mmmol／L，餐后2小时血糖(PBG2h)<

8．3mmmol／L；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20ug／min；

有效：症状和体征明显好转，FBG<8．3mmmol／L，

PBG2h<10mmmol／L；UAER较治疗前减少≥50％；无

效：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较治疗前加重，实验室

检查不能达到有效要求。

2组疗效比较：治疗组35例，显效11例

(31．43％)，有效17例(48．57％)，无效7例(20％)，

总有效率为80％；对照组30例，显效5例(16．67％)，

有效11例(36．67％)，无效14例(46．67％)，总有效

率为53．37％。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

O．01)。

2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治疗组治疗前

症状总分为7．31 4-1．82，治疗后积分3．82±1．25(P<

O．01)；对照组治疗前症状总分7．36±1．87，治疗后积

分6．96±1．79(P>0．05)，与治疗前比较2组差异均

有显著性(P<0．01)；治疗后2组间比较差异亦有显

著性，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见

表1。

表1 2组治疗前后FBG、HbAIC、UAER变化比较(x±5)

组别 例数FBG(mmol／L)HbAlC UAER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O．0l。

4讨论

糖尿病肾病属中医学“肾消”“尿浊”“水肿”范

畴，其病机多属本虚标实，阴虚是其病理基础。早期

DN起病隐匿，易被忽视，微量蛋白尿是诊断早期DN

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观察疗效和判断预后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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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早期DN多是在气阴两虚基础上发展而

来，病变脏腑在肺、胃、肾，其中又以肾阴虚为主。气虚

运血无力，阴虚血行艰涩，血行不畅而致肾络瘀阻，肾

失封藏而精微下注。因此，临床上我们用糖肾康胶囊

治疗早期DN，以达到益气养阴、补肾活血、固摄精微

的作用，方中冬虫夏草温肾通络，《药性考》“秘精益

气，专补命门”之功。近年的研究⋯已肯定其对肾功

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提高患者肾衰模型的免疫功

能。黄芪补脾益气，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能提高机体免

疫功能及抗氧自由基作用【2J。大黄，据现代药理学研

究表明，具有降低尿素氮，抗凝、降低血黏度，调节免

疫，改善氨基酸和脂质代谢，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

生，抑制肾小管高代谢等免疫调节作用"J。五味子、

山药力补脾胃之气，气助血行；川芎、丹参、牛膝、牡丹

皮活血化瘀，缓解血液的高凝状态，祛瘀而不伤正；熟

地黄、山茱萸、女贞子、桑螵蛸、芡实、枸杞子、知母补肾

固摄；陈皮、茯苓、砂仁、泽泻健脾行气，利水渗湿；诸药

合用使气行血旺，肾脏的固摄封藏之功得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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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早、发行量大、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学术影响的国家级医药期刊；是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

获得者。2009年《中医杂志》正文96页，内容将做重大调整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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