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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发掘传统中医经典，结合现代临床实际，探讨中医药防治消渴糖尿病临证治法方药。方法：挖掘经典，结合临
床，探讨消渴病命的全程演变，找出相应的理论依据与治法方药。结果：产生条辨１１条，总结和创新了消渴病名含义、病
因病机、证治心悟、老方新方、变证变法，形成古文式的现代中医条辨。结论：重返中医经典之道，熔铸辨证论治新意。适

于临床，合于经典，利于传承，旨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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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者，世界性疾病耳。发病率之高，病程之
长，并发症之多，危害性之深，多多之最矣。早发现

早诊断，予以调节其饮食，控制其血糖，消除其证候，

防止其变证，人将可保持其较好之生命质量，获较高

之寿命延续也。反之忽视其病，轻视其变，人之五脏

六腑将损，生命框架将倾，呈现肢坏，失眠，肾竭等数

不胜数之变。亡羊补牢，为时晚也。正如经言：“夫

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不亦晚乎！”［１］故上工者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早治已病不治乱，严防变证不出

乱，出了变证亦拨乱，此之谓也。

１　条文分析
１１　消渴者，今人谓三多一少也，多饮多食多尿也；
经曰瘅，消瘅也。有膈消，中消，肾消之分，部位与脏

腑之异矣。糖尿病者，血糖升高，现代医学一异常化

验指标耳。有其高，害其身，人之遍体将损耳。

消渴之名，以部位、症状与病机释之者多，对其

消渴二字本身之义，尚作详究欤。消者，作消散，消

失除、消失，故而减之，损之，少之，不足哉。渴者，渴

求，渴望，需求也。因过度而亏，为不足而求，消渴是

也。上之消津，口渴喜饮；中之消食，损谷善饥；下之

消肾，溲数膏淋。因得三消之名。《医述》：“消病有

三：曰消渴，曰消中，曰消肾。又有五石过度之人，真

气既竭，石性独留，阳道兴强，不交精泄，谓之强中。

消渴轻也，消中甚焉，消肾又甚焉，若强中则其毙可

待矣［２］。（《仁斋直指》）八卦之中，离能物；五行之

中，火能焚物；六气之中，火能消物。故火之为用，燔

木则消而为炭，焚土则消而为伏龙肝，炼金则消而为

汁，石则消而为灰，煮水则消而为汤，煎海则消而为

盐，干汞则消而为粉，熬锡则消而为丹。故泽中之

潦，涸于炎晖；鼎中之水，干于壮火”。经言：“瘅”，

此消病之意耳。其名有五，如《儒门事亲》言：“《素

·７２７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１２卷第８期



问》有消瘅、消中、消渴、风消、膈消、肺消之说。消之

证不同，归之火则一也。故消瘅者，众消之总名。”

糖尿者，古无此说，受当时条件之限也。现代检

查手段日新月异，不为西医独家所独享，传统中医大

可借鉴耳。从尿带甜味，或苍蝇聚食之察，发展到试

纸试之及以血测糖，已为中西医共识矣。消渴者，多

为糖尿病为之；糖尿病者，非一定显消渴也证症也。

或视作消渴为标，糖尿病本，既可“诸内形之诸外”，

亦可“有诸内暂未形之诸外”也，有其病之存，证症

之发生发展必待时待势而来，终致达不可收拾之步。

《古今录验》论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饮水多，小便

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二吃食多，不

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数者，此是消中病也。三渴

饮水不能多，但腿肿脚先瘦小，阴痿弱，数小便者，此

是肾消病也”。若以尿甜而诊者，恐病深矣。《杂病

广要·消渴》：“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气，在溺

桶中滚涌，其病为重。更有浮在溺面如猪脂，溅在桶

边如烛泪，此精不禁，真元竭矣”［３］。凭现代之先进

之诊疗手段，早诊早治，防患于未然，正如经言：“是

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本病，不治已乱治本乱，此之谓

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

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１２　消渴糖尿者，燥伤津，火劫液，病之因也；热盛
阴亏病之机欤；太阴阳明少阴或言肺胃肾者，主病之

经府耳。

夫消渴者，病在津与液，故云水津液运行之失调

也。病因之本：热之，燥之；病机之要：津亏，液涸；病

变之归，肢坏，眠灭，肾竭，数不胜数耳。《景岳全

书》：“三消者，古人悉认为火证，然有实火者，以邪

热有余也；有虚火者，以真阴不足也”［４］。此论火热

为因也。《古今医彻·消症》：“闻之一毫窍中，皆有

生气。所云生气者，则津液也。皮毛得之以润，肌肉

得之以滑，筋骨得之以柔，血脉得之以和。其所以充

周一身者，固无乎不至也。然以含而不露者为生气，

出而不反者为死气。故东坡谓涕泪汗溺皆咸，而惟

舌下廉泉则甘。故藏而不竭，以灌溉于五脏六腑，则

何上中下三消之有，然从何而生？从何而发源乎？

或曰肾主五液。则生之者肾也。”此论人体津液之

功，其伤则害耳。热从何来？病机何变？变证安生？

饮食之致，情志之极，体质之禀，是为病之因也；上下

相传，燥热相引，三消病损，皆谓病机传耶；伤津耗

液，肺伤肾损，经脉俱废，乃为病之果矣。《古今名医

汇粹·三消论》之论可概其貌：是曰：“三消之症，总

由燥热伤阴所致。然因乎饮食失节，肠胃干涸，而气

液不得宣平；或耗乱精神，过违其度；或因大病，阴气

损而血液衰虚，阳气悍而燥热益甚；或久嗜咸物，恣

食炙爆，饮食过度。亦有服金石丸散，积久实热结于

下焦，燥甚于肾，故渴而不饮。若饮水多而小便多

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数而消瘦

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

脂液者，名曰肾消。此三消者，其燥热同也。夫肾水

属阴而本寒，虚则为热；心火属阳而本热。虚则为

寒，若肾水阴虚，则心火阳实，水虚不能制火，阳实热

燥其液，是以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

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渗泄浸灌于外，以养乎百

骸。故肠胃之外燥热太甚，虽多饮水入于肠胃之内，

终不能浸润于外，致渴不止而小便多。水液既不能

渗漉浸灌于外，则阴益燥竭，而无以自养，故久而多

变为聋盲、疮疡、痤痱之类而危殆”［５］。此乃病因、病

机、病证及转归之释耳。

上消者，上焦受病，病在手太阴肺也，口渴多饮

耳。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此《黄帝内经》之言也。

其热亦未必定源于心乎？肝者，肝火刑金也；脾者，

郁热上蒸耶；胃者，胃火薰肺焉；肾者，水不制火，燥

热焦肺耳。《古今名医汇粹·三消论》“上消者，胃

以其热上输于肺，而子受母累；心复以其热移之于

肺，而金受火刑。金者，生水而出高源者也”。河间

谓：“由水虚火炎，燥热之甚，故渴而饮水多。其证可

见“舌上赤裂，大渴引饮，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

知其燥在上焦”［６］。（《证治准绳·杂病》）

中消者，中焦受病，病在太阴阳明脾胃也，水谷

善饥耳。《黄帝内经》名言：“二阳结谓之消”［７］。东

垣言：“二阳者，阳明也。手阳明大肠主津液，若热则

目黄口渴，乃津液不足也。足阳明胃主血，若热则消

谷善饥。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结谓热结也”。

《黄帝内经》又云：“瘅成为消中”。《杂病广要·消

渴》：“中消消脾，脾气热燥，饮食倍常，皆消为小

便”。《杂病源流犀烛》：“中消脾也，由脾家实火，或

伏阳蒸胃”。“胃中热则消谷，令人善饥。又曰：二

阳结，谓之消，皆中消也。此说结於本气，阳明气盛

热壮，然以血多津守，未尝有所结，今言其结，则阳邪

盛而伤阴，活其津液，故结在中焦。阳明亢甚，故消

谷善饥。又热亢能消，精液不荣肌肉，故名曰消

也”［８］。其证候之现：“胃也，渴而多饮，善食而瘦，

自汗，大便硬，小便频数赤黄，热能消谷，知热在中焦

也”。（《证治准绳·杂病》）

下消者，下焦受病，病在足少阴肾也，小便为之

变，或如脂膏，或味如糖泔，或饮一溲一耳。《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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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下消者，是皆真阴不足，水亏于下之证也。又

有阳不化气，则水精不布，水不得火，则有降无升，所

以直入膀胱，而饮一溲二，以致泉源不滋，天壤枯涸

者，是皆真阳不升，火消于下之证也”。《杂病源流

犀烛》亦云：“下消肾也，由肾阴虚，或火伏下焦”［９］。

《要诀》云：“下消消肾，肾衰不能摄水，故小便虽多

而渴。然小便既多，津液必竭，久而未有不渴者，谓

之全不渴，未有的论”［１０］。其病之候如《医碥·消

渴》所言：“烦渴引饮，小便如膏，面色黧黑，耳叶焦

枯，两腿消瘦”［１１］。

１３　消渴糖尿治之拟法，去其消之因，供其渴之需，
治防变之证，晓以饮食调之耳。

经言：“火郁发之”，对本病证之指导，其意之深

也。因于热，伤其津；因于热，消其谷；因于热，损其

肾；因于热，致毒生；因于热，传营血；因于热，坏经

脉；因于热……病机十九条，有九条火热之证矣，为

此便生刘河间火热论之派，并补充“诸涩枯涸，干劲，

皆属于燥”［１２］。以完成六淫病证之机，实为补充燥

热伤津之候，惟消渴最为之适用耶。“火郁发之”不

可理喻独为发汗之法，清之、解之、凉之、下之、消之、

和之等，一切使热去之法，皆可喻为“发之”耳。肺

之津伤，供给肺津；胃之液损，供给胃液；肾之阴亏，

供给肾阴。何紧限于此三者乎，气之虚，阳之损，血

之亏等不足，皆可补之耳。消渴者，必有证；糖尿病

者，或有证，或无证，或有常证，而无变证，皆合糖尿

之病之现实焉。有证者，辨证施治；无证者，饮食调

之，药物辅之；变证者，“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

之”。病证防传，治未病之一大法度耳，远甚消渴之

一症一候也，倾其力而防其传，阻其变，中医药治疗

之生命优势矣。上述诸证症之轻重或有无，一旦病

证确立，忌糖忌脂忌大食，势在必行耳。

上述去病除证之方药治法，以金元名著而纳其

要。《兰室秘藏·消渴门》：“心移热于肺传于膈，消

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

汗，大便硬，小便数，叔和云：口干饮水，多食亦饥，虚

瘅成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三黄丸治之。下消

者，烦躁引饮，耳叶焦干，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烦水

易亏，此肾消也，以六味地黄丸治之。总录所谓末传

能食者，必发脑疽，背疮，不能食者，必传中满，鼓胀，

皆谓不治之证，洁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

虎加人参汤，不能食而渴者，钱氏方，白术散倍加葛

根治之，上中既平，不复传下消矣。前人用药，厥有

旨哉，或曰未传疮疽者，何也？此火邪胜也，其疮痛

甚，而不溃，或赤水者是也，经云：有形而不痛，阳之

类也，急攻其阳，无攻其阴，治在下焦，元气得强者，

生。失强者死，未传中满者，何也？以寒治热，虽方

士不能废其绳墨，而更其道也，然脏腑有远近，心肺

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皆适其至

所为，故知过与不及，皆诛罚，无过之地也，如高消中

消制之太急速过，病所久而成中满之病，正谓上热未

除，中寒复生者也，非药之罪失，其缓急之制也，处方

之制宜加意焉”［１３１４］。

１４　消渴病起，渴而引饮，食强或平，溲黄或浊或同
常，舌红苔薄或薄黄，属上消，清金润肺汤合人参白

虎汤主之。

肺者，主治节，调控津液运行之主脏耳。肺热叶

焦可致痿，肺热津伤辄口渴。口渴求饮，补充津液之

亏，引水灭火，自救一措施也。以水之灭火者，外火

也，急火也。所谓求焚之需也，只能解一时之渴，不

能去其此病状也。渴而复生，随饮随渴，液从小便而

走，津不布身，日久皮干肉枯矣。然口渴之症，本不

为肺所主，乃胃所生也。其所选之方，多为人参白虎

汤，仲景创此方是为阳明经证胃热津伤所创，《伤寒

论》１６８条：“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
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

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故治上消者，肺

胃同治耳。《景岳全书·三消干渴》有云：“上消者，

渴证也，大渴引饮，随饮随渴，以上焦之津液枯涸。

古云其病在肺，而不知心，脾，阳明之火皆能熏炙而

然，故又谓之膈消也”。

清金润肺汤：桑白皮、地骨皮、知母、天花粉、麦

冬、五味子、南沙参。

人参白虎汤：知母、石膏、甘草、人参、粳米。

１５　消谷善饥，其人反瘦，大便秘结或同常，或多饮
溲数，舌红苔白黄或腻，脉弦劲或小或实者，玉女煎

合导赤承气汤主之。

经言：“二阳结谓之消”。此乃中医认识消病之

鼻祖矣。二阳者，阳明也，含足阳明胃与手太阳二经

也。盖太阴阳明为表里，其病内外相传，其途作殆

矣。遂上消之病由太阴肺传中消阳明胃也，此一途

耳；肺与大肠相表里，其脏有病其热下传其腑，上消

肺传中消大肠，另一径耶。两者均属太阴阳明相传，

其理可喻焉。《黄帝内经》尚设“太阴阳明论”篇，以

论其所主之病，若上消肺热亏偏虚，中消阳明府热偏

实，合于“阳道实，阴道虚”之道，窥豹一斑矣。胃肠

之热也有不从上消而来，自生自践也。饮酒无节，肥

甘辛腻，致胃热生而肠腑结。《古今医统大全·消渴

论》：“素食甘美而多肥，令人内热，甘者令人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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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气上溢，为消渴”［１５］。胃主纳食，大肠主津液。胃

热则消谷，肠结辄耗津，中消证症乃成耳。

《医述》：“消病之始，皆由不节嗜欲，不慎喜怒，

膏粱炮炙，酒酪潼乳，湿热之气，浸淫燔灼，郁成燥

热，气不宣平，故其传变之形，为饮水多而小便多，曰

消渴；此胃中津液干枯，不能上荣舌本也。为善饥多

食而渴，小便数而消瘦，曰消中；此胃中热极，所食之

物，随火而化也”。《古今医统大全》：“中焦渴，饮食

入胃，传送太急，不生津液，食已即饥，胃中有火，宜

黄芩、石膏主之”。以药测方，苦寒为法，胃肠同治，

泻热存阴耳。下者当以承气系列，如吴鞠通之导赤

承气汤，《温病条辨》：“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

甚，导赤承气汤主之”。清胃存阴者，玉女煎常选也。

《温热论》：“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

煎”。两方合用，胃肠同治矣。

玉女煎：石膏、熟黄、麦冬、知母、川牛膝。

导赤承气汤：赤芍、生地黄、大黄、黄连、黄柏、芒

硝。

１６　小便混浊如膏，或如米泔，或如泡沫，或清澈量
多，饮一溲一，夜尿多，行厕甚，体重减，人消瘦，舌红

少苔，脉细数或沉弱者，地黄丸合双药补肾汤主之。

消渴之根，总归于一，肾虚耳。肾者，水脏，液运

之枢纽也。五脏之液，悉属于肾，无论何消，终传肾

消矣。肾者，元阴元阳之始，五脏六腑气血阴阳之

原。肾强则人强，肾衰则人衰，消渴糖尿病者，尤其

为显也；病之终，命之竭，常源于此耳。《杂病广要·

消渴》：“三消之病，自古大抵主肾虚为论，往往于肾

虚证中，更立名称，盖以其自下消渴者居多也”。又

言：“若热伏于下焦，肾虚受之，致精髓枯竭，引水自

救而不能消，饮水一斗，小便反倍，味甘而气不臊，阴

强而精自走，腿膝枯细，渐渐无力，名曰肾，又曰急，

属于下焦，病在本也。无形之火热日炽，有形之水饮

日加，五脏乃伤，气血俱败”［１６］。其病在肾，治之以

肾，无争无疑也。仲景从阳引阴，谓“男子消渴，小便

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八味丸主之”。其后之治，

各医家皆从阴引阳，六味地黄丸也。如东垣云：“下

焦者，烦躁引火，耳叶焦干，小便如膏，肾水竭也，此

为肾消，宜六味地黄丸之类”。但地黄丸之治，势单

力薄，故本证合余自创之双药补肾汤耳。

六味地黄丸：略。

双药补肾汤：生地黄、熟地黄、潞参、泡参、黄芪、

黄精、麦冬、天冬、仙茅、淫羊藿、白术、苍术、牡丹皮、

丹参。

１７　糖尿病有症者，依上各条治之；血糖高或兼血

脂亦高，而无症可寻，舌脉皆实者，大毒汤主之。

糖尿病患者，渴欲引饮，消谷善饥，溲数尿浊，其

人反瘦，谓“三高一低”，乃糖尿病之典型症状耳。

其病不见其症，临床数见不鲜也，西医降糖之疗，世

统之治，环宇之识也。中医无症无证可察，不可谓其

无病，只因诸内尚未形之诸外矣。治之以及，解其蕴

内之因，先安未受邪之地，扬数千年中医治未病之

优，法不宜迟耳。主以何法，古无可循之鉴，以当时

之条件不可测血中之糖也，更不能知血糖升高，害及

人体五脏六腑与四肢百骸也。

若以血糖升高是自生调节失控而为之，中医寻

因则为阴阳失调而阴亏阳亢，五志过极而化火化燥，

五行相克而以强辱弱，六淫藏体而酿毒伏毒，皆病因

其阳也，热也，毒也。热毒蕴结，羁而不去，走窜他

乡，损阴损阳，伤气伤血，害脏害腑，坏肢坏体矣。其

治之法，解其热毒而快之，势必阻其传，防其变耳。

五味消毒饮解毒之方，三黄泻心汤泻火之汤，红藤、

败酱、重楼、竹叶、解毒之药，组之而成大毒汤也，治

糖毒已成，将泛滥成灾之治。

大毒汤：银花藤、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黄

连、黄芩、大黄、红藤、败酱、重楼。

１８　糖尿病不解，热毒下传肾经及肾府，其人肿或
不肿，小便短或长，小便混浊，泡沫不散，尿检呈蛋白

尿或微量蛋白尿，舌脉无虚者，银大汤与风瘀汤再合

消蛋汤主之。

热毒走窜，其毒下行，肾与膀胱首当其充也。糖

尿病者，伤肾竭肾为最常见之转归也；肾败尿毒之

人，大多源于糖尿病矣。早治恒治，防微杜渐耳。

肾者，藏精而主水也；膀胱者，洲都而化水也。

热毒驻肾，霸精之巢，逼精外出，精微外泄焉。热滞

下焦，肾开阖无权，膀胱气化不利，其人肿，尿短而

浊；热毒生风，其尿可见风泡也。古时无蛋白尿之

识，肾之病，常以肿为凭耳。《杂病广要·消渴》：

“若热伏于下焦，肾虚受之，致精髓枯竭，……无形之

火热日炽，有形之水饮日加，五脏乃伤，气血俱败。

水气内胜，溢于皮肤，则传为跗肿”《医述》：“胃以其

热由关门下传于肾，又或以石药耗其真，女欲竭其

精，阳强于外，阴不内守，而小溲混浊如膏，饮一溲

一，肾消之症成矣。夫惑女色以丧志，精泄无度，以

致水液混浊，反从火化，亦最危候。经云：君火之下，

阴精承之。故阴精有余，足以上承心火，则其人寿；

精不足，心火直下肾中，阳精所降，其人夭。故肾者

胃之关也。关门不开，则水无输泄而为肿满”［１７］。２
段均论本病伤肾之证候与转归。其治之法，必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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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焦之热毒，通其肾经之淤阻，消其尿出之精微，即

蛋白尿耳。

银大汤：银花、连翘、大青叶、板兰根、鱼腥草。

风瘀汤：蝉蜕、白僵蚕、蜈蚣、水蛭、全蝎、地龙。

消蛋汤：刘寄奴、黄药子、半枝莲、喜树果、刘寄

奴。

１９　糖尿病者，皮肤搔痒，痈疽疮疡，舌红苔黄，脉
弦数或细数者，三皮汤合久湿汤、久嗽汤主之。

肺者，主皮毛而朝百脉，肺有热必显于皮毛；百

脉不通，皮毛失养或为之血壅，亦发疮毒痈脓矣。消

渴者，火热为病之本，无论“二阳结谓之消”，还是

“二阳之病发心脾”，皆可皆可使热上窜下移，热在

上者，肺之为之病，皮毛腠理为之应，或为斑疹，或为

疮痍，或为痈疽耳。《寿世保元》：“凡消渴之人，常

防患痈疽”［１８］。醒世恒言也。《医述·消渴》“末传

痈疽者何故？此火邪胜也，其疮痛甚，或溃赤水是

也”。《杂病广要·消渴》：“猛火自炎，留于分肉，

则发为痈疽。此又病之深而证之变者也。”末期之

传，火热为炬也。《古今医统大全》：“其病变多发

痈疽，此因热气留于经络不引，血涩，故成痈脓”。

气血之塞，百脉不通耶。《杂病源流犀烛》：“至於

消渴既久，其传变之症，在能食者必发痈疽背疮，

不能食者必至中满鼓胀，何也？津液竭则火邪胜，

故发痈脓，且痛甚而或不溃，或流赤水也”。此言

水亏火亢而病发肿或痈之理耳。治以清肺解毒，除

湿通滞。

三皮汤：桑白皮、地骨皮、秦皮、海蛤壳（去之）、

桔梗、重楼、白土苓。

久湿汤：苦参、漏芦根、白土苓、白花蛇舌草。

久嗽汤：红藤、败酱、鱼腥草、皂角刺。

１１０　糖尿病者，下肢或趾痛，步履维艰，甚者肉腐
趾坏，舌红或降或不红而淡，苔白或腻，脉滑或沉滑

者，鸡呜散合透脓散再合解毒活血汤主之。

经言“二阳结谓之消”，故消渴糖尿病之中心在

阳明胃也。足阳明胃经从头走脚止于足大趾内次趾

之端也。阳明者，气血之海，主润诸筋而利关节也。

阳明经病，气血酿毒，流注下体，肢趾染毒，肉溃皮

滥，终可致趾坏肢废耳，此乃躯体病残之重大变证

耳。古论之微，今害之重。古有《丹溪心法痈疽》：

“痈疽只是热胜血。六阳经，六阴经，有多气少血者，

有少气多血者，有多气多血者，不可一概论也。若夫

要害处近虚怯薄处，前哲已曾论及。惟分经之言未

闻，诸经惟少阳厥阴经生痈疽，理宜预防，以其多气

少血，肌肉难长，疮久未合，必成死症。遽用驱毒利

药，以伐其阴分之血，祸不旋踵。阳滞于阴，脉浮洪

弦数；阴滞于阳，脉沉细弱涩。阳滞以寒治之，阴滞

以热治之。人中年以后，不可生痈，才有痛肿，参之

脉证，但见虚弱，便与滋补气血，可保终吉。若用寻

常驱热拔毒纾气之药，虚虚之祸，如指诸掌。内托之

法，河间治肿于外，根盘不深，形证在表，其脉多浮，

病在皮肉，非气盛则必侵于内，急须内托以救其里，

宜复煎散，除温散郁，使胃气和平”［１９］。虽论痈疽，

其含消渴之变证矣。《证治准绳·消瘅》：“三消久

之，精血既亏，或目无见，或手足偏废如风疾”。直言

消渴之手足变证如中风之半身不遂也，尚不贴切，却

有近似哉。今之论糖尿病足，乃糖尿病周围血管病

变重要并发证耶，综合防治与护理皆治之要耳。中

医辨证无非气血阴阳，寒凝气滞，热毒瘀血、湿热邪

毒矣。中医之优，重在防也，旦待肢烂趾坏时，为时

已晚，难起沉疴耳。防治之道，逐瘀解毒，益气透脓

矣。

鸡鸣散：槟榔、陈皮、木瓜、紫苏叶、桔梗、生姜、

吴茱萸。

解毒活血汤：柴胡、葛根、连翘、生地黄、赤芍、桃

仁、红花、枳壳、甘草。

透脓散：黄芪、当归、川芎、穿山甲、皂角刺。

１１１　糖尿病久，视力日衰，眼物昏蒙，甚者光亮不
见，如入夜之熄灯之状，舌淡少苔，脉沉细或弱或数

者，驻景三子丸合逐瘀丸去蜈蚣主之。

目者，肝之窍，精血之饲养耳。精血之肾肝所

藏，精血盈，目能视；精血亏，无视即为盲。眼疾者，

古今皆作重要科目也。我院近代眼科名家陈达夫以

六经辨治疗其目，少阴肾与厥阴肝，为常涉之经脉，

驻景丸组阁，首选之方药耳，其法亦宗《黄帝内经》

耶。《素问·大惑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

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

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目者，五

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

也”［２０］。所论之眼目瞳睛，皆肾肝之所主或所生也。

消渴之病，始于热本于虚，虚者，肾消也，终损下焦肾

肝欤。《古今名医汇粹·三消论》：“夫肾水属阴而

本寒，虚则为热；心火属阳而本热。虚则为寒，若肾

水阴虚，则心火阳实，水虚不能制火，阳实热燥其液，

是以燥热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

塞，而水液不能渗泄浸灌于外，以养乎百骸。故肠胃

之外燥热太甚，虽多饮水入于肠胃之内，终不能浸润

于外，致渴不止而小便多。水液既不能渗漉浸灌于

外，则阴益燥竭，而无以自养，故久而多变为聋盲、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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疡、痤痱之类而危殆”。此由实转虚之传，变生盲病

哉。《杂病广要·消渴》：“夫消渴者，多变聋盲疮癣

痤痱之类，皆肠胃燥热怫郁，水液不能浸润于周身故

也”。其论下焦水亏，所生聋盲之道。《医碥》：“三

消久之精血亏，或目无所见，或手足偏废如中风，须

滋生精血”。《景岳全书·三消干渴》有云：“真水不

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

充，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两条皆为消渴目盲之治

疗大法耳。

驻景三子丸：熟地黄、车前子、菟丝子、枸杞子、

茺蔚子、赭石子、决明子。

逐瘀丸：水蛭、虻虫、全蝎、蜈蚣。

２　总结
糖尿病者，一病数年或数十年，为一慢性或终生

疾病耳。早期因其病症隐匿而有诸病不形于诸外；

中期因其体质与病损之异，而证候千差万别；末期有

因其变证颇多，预后堪忧耳。然中医之治，优势种

种。谨察糖之变，去其病之候，消除病之本，乃本文

宗旨耳。不论证繁多，程冗长，务须认病之端，识证

之候，洞疾之终，医者穷探，病者相配，尽展中医瑰宝

之威，闪我中医治病之彩，强我华夏民众及世界民族

之体，岂非我辈传承中医学之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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