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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养阴活血法治疗２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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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观察益气养阴活血法对２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入选的７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３７例和对照
组３３例，对照组予糖尿病教育、饮食控制、运动治疗及二甲双胍，治疗组加用以益气养阴活血为主的中药治疗。观察治疗
前后所有患者的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血脂、凝血功能、胰
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体重指数（ＢＭＩ）及中医症候积分的变化情况。结果：治疗１６周后，２组均能较好地降低空腹血糖
（ＦＢ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及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治疗组还能提高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凝
血酶原时间（ＰＴ）、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ＡＰＴＴ）、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纤维蛋白原（ＦＩＢ）、中医症候疗效，其差
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０１），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０１）；对照组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
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的改善不明显。结论：益气养阴活血法不仅能显著降低患者的血糖、血脂及糖化血红蛋白，改善血液
高凝状态，且还可减轻胰岛素抵抗及降低中医症候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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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糖尿病的发病率均在上升，根据国际
糖尿病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ＤＦ）
统计，目前糖尿病患者已达２８５亿，按目前的增长
速度，估计到 ２０３０年全球将有近 ５亿人患糖尿
病［１］。其中９０％以上是 ２型糖尿病。单纯口服降

糖药或注射胰岛素仍有７０％以上患者无法达到理
想控制血糖效果，且存在低血糖风险、体重增加、胰

岛素抵抗、肝肾损害、胃肠道不良反应等诸多不良反

应。近年来，本科室采用益气养阴活血法治疗２型
糖尿病患者，临床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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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临床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来源　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我院门
诊及住院的２型糖尿病患者。
１２　病例选择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本组研究对象均按 ＷＨＯ诊
断标准［２］，空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餐后２ｈ血糖≥
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２）确诊为２型糖尿病。３）采用中国
中医药学会消渴病专业委员会辨证诊断标准（１９９２
年）［３］，明确中医证候分型为气阴两虚，瘀血阻络者。

４）患者知情同意。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进入观察
组后，开始停用一切中药及影响血糖、血脂和凝血功

能的药物。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及感染者、
妊娠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肝炎等其他疾病所

致的高血糖者；２）严重的心、脑、肝、肾等并发症或并
发严重原发性疾病者；３）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４）长
期使用或正在使用胰岛素治疗；５）依从性差或有可
能无法完成本研究全过程的患者；６）过敏体质或对
本次实验药物过敏者；７）研究人员认为不宜纳入试
验者。

１３　治疗方法　１）对照组：采用基础治疗，即健康
教育、饮食控制、运动治疗和二甲双胍（由江苏豪森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１３０２０８２）。２）治疗
组：在基础治疗及服用二甲双胍的基础上，加用活血

降糖饮（黄芪、丹参、太子参各３０ｇ，牡丹皮、红花、山
药各１２ｇ，生地黄２０ｇ，五味子、麦冬、黄精各１５ｇ，
大黄１５ｇ等）。１剂／ｄ，加水５００ｍＬ，煎至２００ｍＬ，
分２次饭前温服。２组疗程均为１６周。
１４　研究方法　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７０例，按随
机原则分为中医药治疗组３７例和对照组３３例。治
疗组中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７例；年龄４０～８３岁，平均
（５４６１±９７５）岁；体重４１～８８４ｋｇ，平均（５７４２±
６８１）ｋｇ；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０６４～２９５３ｋｇ／ｍ２，平
均（２５１９±１４４）ｋｇ／ｍ２；糖尿病病程０５～１３５年，
平均（６３５±２１２）年。对照组中男性 １５例，女性
１８例；年龄４１～７９岁，平均（５５１３±９６５）岁；体重
（４２５～８９０）ｋｇ，平均（５６８５±７２）ｋｇ；体重指数
（ＢＭＩ）２０６３～２９５４ｋｇ／ｍ２，平均（２５５３±１３７）
ｋｇ／ｍ２；糖尿病病程０１～１２年，平均（７０６±２５３）
年。

１５　安全性指标　１）一般体检项目；２）血、尿、粪常
规化验；３）肝、肾功能检查。用药前后各检测１次。
１６　疗效性指标　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ｈ血糖
（２ｈＰＧ）、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空腹胰岛素

（ＦＩＮＳ）、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凝血酶原时
间（ＰＴ）、纤维蛋白原（ＦＩＢ）、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
（ＡＰＴＴ）、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体重指数（ＢＭＩ）及
中医症候积分［４］。

１７　症状观察　１）主症：包括倦怠乏力、口干口渴、
五心烦热、自汗盗汗、气短懒言、心悸失眠、胸闷胸

痛、肢麻肢痛 ８项。症状分为 ４级。０分：阴性
（－）；２分：轻度（＋）；４分：中度（＋）；６分：重度
（＋＋）。２）舌象：舌黯红或胖大计２分，有瘀点或
瘀斑计２分，舌下青筋紫黯怒张计２分，共６分（＋
＋＋）。脉象：脉细数、弦细、沉涩各计 ６分（＋＋
＋）。
１８　疗效标准［３］　１）降糖疗效标准。显效：空腹血
糖≤７０ｍｍｏｌ／Ｌ，或较治疗前下降≥３０％；有效：７０
ｍｍｏｌ／Ｌ＜空腹血糖≤８３ｍｍｏｌ／Ｌ，或较治疗前下降
≥１０％，＜３０％；无效：空腹血糖下降未达有效标准。
２）中医证候疗效标准。显效：症状积分值下降 ＞２／
３；有效：症状积分值下降１／３～２／３；无效：症状积分
值下降≤１／３。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
组内均数比较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均数比较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２组总有效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组间均衡性分析　研究前经比较２组间性别、
年龄、病情、病程、体重、体重指数（ＢＭＩ）、空腹血糖
（ＦＢＧ）、餐后 ２ｈ血糖（２ｈＰＧ）、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胆固醇（ＴＣ）、三酰甘
油（ＴＧ）、凝血酶原时间（ＰＴ）、纤维蛋白原（ＦＩＢ）、活
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ＡＰＴＴ）、胰岛素敏感指数
（ＩＳＩ）及中医症候积分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认为２组组间基线特征均衡性好，具有可比
性。

２２　疗效评价
２２１　２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治疗组３７例患者
显效 ２１例，有效 １４例，无效 ２例，总有效率
９４５９％；对照组３３例患者显效１１例，有效１３例，
无效９例，总有效率７２２７％；治疗１６周后治疗组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１。
２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ｈ血
糖（２ｈＰＧ）、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的变化情况　
见表２。２组治疗后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ｈ血糖
（２ｈＰＧ）、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均有下降，与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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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治
疗后２组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７ ２１（５６８） １４（３７８） ２（５４） ９４５９▲

对照组 ３３ １１（３３３） １３（３９４） ９（２７３） ７２２７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胆固醇（ＴＣ）、三酰甘油（ＴＧ）、
凝血酶原时间（ＰＴ）、纤维蛋白原（ＦＩＢ）、活化部分凝
血激酶时间（ＡＰＴＴ）的变化情况　见表３。治疗１４
周后，２组所有患者ＴＣ、ＴＧ及ＦＩＢ均出现明显下降，

与本组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Ｔ、ＡＰＴＴ较治疗前显著增高（Ｐ＜００１，Ｐ
＜００５）；２组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４　２组治疗后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敏感
指数（ＩＳＩ）、体重指数（ＢＭＩ）变化情况　见表４。经
治疗后，２组中所有患者 ＦＩＮＳ、ＩＳＩ、ＢＭＩ均出现明显
下降，与本组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间 ＦＩＮＳ、ＩＳＩ、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２组间体重指数（ＢＭＩ）相比，下降程
度相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ＦＢＧ、２ｈＰＧ、ＨｂＡ１ｃ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ｈＰ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ｂＡ１ｃ（％）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７ ８９９±０７９ ６６１±０８５ａｂ １２０８±１１４ａｂ ７９４±１２６ａｂ ７５１±０８６ａｂ ６０７±０３４ａｂ

对照组 ３３ ８７２±０８８ ７６６±０８６ａ １１８０±０９７ａ ８６５±０９９ａ ７３３±０９２ａ ６５５±０２７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ｂ表示Ｐ＜００１。

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ＴＣ、ＴＧ、ＰＴ、ＦＩＢ、ＡＰＰＴ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ＴＣ（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Ｐ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ＡＰＴ（ｓ）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７ ８１０±０９７ ４６９±０４６ １０９４±０４８ ４３０±０２５ ２７９６±３５３
治疗后 ３７ ４７６±０８９ａｂ ２９２±０５０ａｂ １２５０±０９１ａｂ ４３８±０２９ａｂ ２８５９±３１２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３ ７８８±０８４ ４６８±０４４ １０５２±０５３ ３８５±０６４ ２７４３±３０３
治疗后 ３３ ５６８±０９２ａ ４６８±０４４ａ １１７５±０９９ａ ４２２±０７２ａ ３２６９±３１４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表示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治疗后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敏感指数（ＩＳＩ）、ＢＭＩ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ＩＮＳ（ｍ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ＳＩ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ＭＩ（ｋｇ／ｍ２）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７ １９３１±０９７ １４９９±１１８ａｂ －５５４±０７３ａｂ －５３７±０５０ａｂ ２５１９±１４４ａｂ ２４０４±２２８ａｃ

对照组 ３３ １９１５±０９９ １８０３±１４１ａ －５５５±０５９ａ －５９±０６２ａ ２５５３±１３７ａ ２４２５±１９０ａ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表示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表示Ｐ＜００５，ｃ表示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及不良事件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较高，头晕１例，腹胀５例，腹泻２例，恶心４例，
均给予对症治疗后消退，未中断治疗，治疗组无不良

反应发生。

３　讨论
２型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目

前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糖尿病在中医

学中属“消渴”范畴。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糖尿病

的基本病机是气阴亏虚、瘀血阻滞。血瘀可贯穿于

消渴病整个病程的始终，同时也是导致糖尿病并发

症的主要原因。在临床中遇到糖尿病合并血液病变

者不少，通过血液流变学研究，糖尿病患者血液黏稠

度多有增高。故养阴活血应当贯穿糖尿病治疗的始

终。

本研究所用的活血降糖饮是我科通过多年临床

经验总结的协定方，方中重用黄芪为君药，补中益

气，助脾气上升，散精达肺；生地黄为臣，能助肾中之

真阴上潮以润；佐以麦冬、丹参益气养阴益阴，养血

活血，五味子养阴敛阴生津，太子参、黄精补益脾肺，

益气生津，山药补益脾阴、滋肾固阴，红花活血化瘀

通血脉；牡丹皮、大黄清热活血散瘀，并制约黄芪温

燥伤阴之弊。诸药相伍，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

功效。据现代药理学实验研究表明，方中多味中药

组方中多味中药有降糖降脂，改善胰岛素抵抗、血脂

紊乱、高凝状态等作用。现代药理学实验［５－６］证实：

黄芪配上述滋阴药黄精、山药、麦冬以补脾润肺而助

生津之源，其对肾上腺索性高血糖有抑制作用，而且

黄芪、生地黄不仅有降低血糖，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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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降低血脂，减少血小板凝聚，改善血液流变性及

微循环；丹参、红花具有不同程度的扩张血管、降低

血黏度、改善微循环、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凝、促进纤

溶、降血脂等功能；五味子、太子参、大黄也有一定降

血糖和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

通过临床观察，观察组治疗后 ＦＢＧ、ＰＢＧ以及
ＨｂＡ１ｃ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ＴＣ、ＴＧ、ＰＴ、ＦＩＢ、
中医症候积分的下降，ＦＩＮＳ、ＩＳＩ的提高也明显优于
对照组。由此可见，在教育、饮食控制、运动治疗及

二甲双胍治疗基础上，加以益气养阴活血功效的活

血降糖饮，不仅能显著降低患者的血糖、血脂及糖化

血红蛋白，且还可减轻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和高凝

状态及降低中医症候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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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中医药科技项目经费管理高级培训班的通知（第一轮）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总量和强度都大幅提高，科技管

理方式与快速增长的科研资金还不完全适应，为此国务院颁

布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

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１１号）以深化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
革。为帮助各单位和广大科研工作者了解最新科技项目经

费管理政策，全面提高经费预算、经费执行和日常管理，结题

验收等能力，中国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拟于２０１５年３月下
旬举办“中医药科技项目经费管理高级培训班”。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１．最新的科技经费管理政策解读。
２如何编制中医药科技项目的预算。
３．如何有效执行中医药科技项目的经费。
４如何顺利通过审计和结题验收。
５结合学员的实际问题当场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主讲人：

王健萍高级审计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委监察处处长，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财务处处长，具有３０多年中医药科技经
费管理工作经验，管理多项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项目，参与多项科学技术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项目的经费评审与经费验收工

作），刘焉高级审计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财务院处处长，具有

２０多年中医药科技经费管理工作经验，管理多项９７３计划、
８６３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科技项目，参与多项科学技术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药项目的经费评审与经费验收工作），顾晓静博士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科技管理部主任，９７３计划中医理
论专题专家组办公室成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项目办

公室成员，多次编写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行业专项等

课题预算，并参与多个课题的过程管理和结题验收工作）。

二、培训对象

１、中医药科技项目课题负责人及研究骨干
２．中医药科技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科管人员
３．中医药科技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财务管理人员
三、培训时间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３月２７日下午报到。
四、培训地点

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育慧里

５号；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６４１１５５
五、联系人

陶有青：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０１７，顾晓静：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０１５
六、有关要求

１请各学员于３月６日前网上填报报名信息，报名网址
为：世界中医药科技信息专题服务，ｈｔｔｐ：／／２１０７６９７２７／
ｚｙｙ／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ｚｘｂｍｊｓｐ；
２每位专家讲解后均留出一定答疑时间，各位学员可以

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

３培训费用：８００元／人（含培训费、教材费、资料费，不
含餐费），９００元／人（含培训费、教材费、资料费、餐费），２月
２８日前报名减免１００元，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可协助
安排食宿事宜。

中国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

２０１５年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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