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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特点及
与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研究

沈　艳　唐　红　周　端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　目的：通过对２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中医体质类型的辨识，调查分析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特点，探索２
型糖尿病患者常见体质类型，并对其与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为建立２型糖尿病发病的中医病因学理论提
供科学依据，也为临床防治提供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自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或体检
患者９４７例，其中２型糖尿病患者４６１例，非糖尿病对照组人群４８６例，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进
行中医体质辨识，并记录糖尿病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史、心脑血管疾病史、血脂异
常病史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２型糖尿病患者９种体质按分布频率由高到底依次为：阴虚质、痰湿质、血瘀质、气虚
质、阳虚质、湿热质、平和质、气郁质、特禀质；２型观察组平和质所占比例低于非观察组，阴虚质所占比例高于非观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选出阴虚质为２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体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ＯＲ＝１８８７）。平和质为２型糖尿病的主要保护体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ＯＲ＝０２３９）。２型糖尿病人群中主要
体质人群中不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高血压病史、冠心病、脑梗及血脂异常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００５）。结论：阴虚质为２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体质，平和质为其主要保护体质，为其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２型糖尿病各
主要体质间心脑血管危险因素发生率表现各异，因此预后可能不同，应全面关注其各项指标及相关疾病患病率，制定个性

化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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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组以血葡萄糖 （简称血糖）水平

增高为特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属中医学 “消渴

病”的范畴。糖尿病作为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

慢性疾病，其病死率仅次于心血管病和肿瘤，其并

发症波及全身各脏腑器官，同时，糖尿病的患病人

数也日益增多。糖尿病是多发病、常见病，根据国

际糖尿病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ＤＦ）统计［１］，２０１１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达
３７亿，估计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将有近５５亿糖尿病患
者。２０１０年，在我国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２］，１８岁以上成人中糖尿病患病率为 １１６％。
中医体质可以概括为个体在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

和后天获得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

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反映了个

体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方面对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

能力以及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罹性和病

理过程中疾病发展的倾向性［３］。糖尿病除了药物治

疗以外，近年来对于糖尿病的防治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中医体质理论在糖尿病防治应用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调查分析２型观察组及对
照组人群中医体质类型的分布，探索２型糖尿病病
中医体质分布情况，以研究２型糖尿病与中医体质
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来自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或体检患者９４７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４６１例，其中男２０２
例，女２５９例，平均年龄（７０６８±１０４１）岁；对照组
４８６例，其中男１９３例，女２９３例，平均年龄（７１１３±
９２２）岁。
１２　诊断标准　采用 ＷＨＯ（１９９９年）诊断标准，即
有症状者，空腹血糖（ＦＰＧ）≥７０ｍｍｏｌ／Ｌ，或口服葡
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中糖负荷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
≥１１１ｍｍｏｌ／Ｌ，或随机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症状不
典型者，必须另选一天重复测试证实（注：以上均为

静脉血浆测值）。中医体质类型的判定标准参照中

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判定》（ＺＹＹＸＨ／Ｔ１５７
２００９）标准中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进行中医

体质分型（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发布，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
实施）。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４５～８５岁，性别不限；２）符
合２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患者入观察组。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上述入选标准者；２）伴有
心、肺、肝、肾、血液及胃肠道等严重原发病者；３）精
神疾患或行为障碍者；４）因文化程度等因素不能很
好理解调查问卷内容者。

１５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由调查者
运用调查表对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收集

临床资料。《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共分９种中医
体质分型，分别是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

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共有９个
亚量表构成６７个条目，信息采集形式采用自我评价
结合临床中医师访谈。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资

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高血压
史、心脑血管疾病史、血脂异常史等。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比值比
（ＯＲ）计算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中医体质分布比较　９４７例调查对象中，
４６１例２型糖尿病患者９种中医体质按分布频率由
高到底依次为：阴虚质、痰湿质、血瘀质、气虚质、阳

虚质、湿热质、平和质、气郁质、特禀质；４９６例非糖
尿病对照组人群９种中医体质按分布频率由高到底
依次为：阴虚质、痰湿质、平和质、气虚质、血瘀质、阳

虚质、湿热质、气郁质、特禀质。体质分布组间比较

显示，２型观察组平和质所占比例明显低于非观察
组，阴虚质所占比例明显高于非观察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观察组患者中医体质单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　在２组人群中，分别以９种中医体质类型
为自变量，是否为２型糖尿病为应变量；９个中医体
质分类变量中分别以非平和质、非气虚质、非阳虚

质、非阴虚质、非痰湿质、非湿热质、非血瘀质、非气

郁质及非特禀质为参照，逐一做单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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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回归分析，观察组９种体质单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统计结果中ＯＲ值 ＞１，其相应体质自变量
为２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若０Ｒ值 ＜１则为２型糖
尿病的保护因素。如表２所示，筛选出阴虚质为２
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体质（Ｐ＜００１，ＯＲ＝１８８７）。
平和质为２型糖尿病的主要保护体质（Ｐ＜００１，ＯＲ
＝０２９３）。见表２。

表１　２组９种体质分布情况人数［例（％）］

体质

类型

观察组

人数（占体质

总数频率）

人数（占总

人数频率）

对照组

人数（占体质

总数频率）

人数（占总

人数频率）

平和质 ３１（５２８％） ３１（６７２％） ９６（１５８４％） ９６（１９７５％）
气虚质 ７１（１２１０％） ７１（１５４０％） ７９（１３０４％） ７９（１６２６％）
阳虚质 ３９（６６４％） ３９（８４６％） ５４（８９１％） ５４（１１１１％）
阴虚质 ２０３（３４５８％） ２０３（４４０３％） １４３（２３６０％）１４３（２９４２％）
痰湿质 ９２（１５６７％） ９２（１９９６％） ９８（１６１７％） ９８（２０１６％）
湿热质 ３７（６３０％） ３７（８０３％） ３２（５２８％） ３２（６５８％）
血瘀质 ７７（１３１２％） ７７（１６２７％） ６０（９９０％） ６０（１２３５％）
气郁质 ２０（３４１％） ２０（４３４％） ２９（４７９％） ２９（５９７％）
特禀质 １７（２９０％） １７（３６９％） １５（２４８％） １５（３０９％）
合计 ５８７ ４６１ ６０６ ４８６

　　注：２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观察组９种体质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体质
回归系

数Ｂ
标准误

ＳＥ
卡方值

Ｗａｌｄ
自由度

ｄｆ
Ｐ值
Ｓｉｇ

ＯＲ值
Ｅｘｐ（Ｂ）

平和质 －１２２８ ０２１８ ３１７０４ 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３
气虚质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５ １ ０６５１ ０９２２
阳虚质 －０３０２ ０２２１ １８６７ １ ０１７２ ０７３９
阴虚质 ０６３５ ０１３７ ２１５６ １ ０００１ １８８７
痰湿质 －００１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６ １ ０９３６ ０９８７
湿热质 ０２１４ ０２５１ ０７２６ １ ０３９４ １２３８
血瘀质 ０３２２ ０１８７ ２９６３ １ ００８５ １３８
气郁质 －０２４８ ０２９６ ０６９８ １ ０４０３ ０７８１
特禀质 －０４７ ０４２７ １２１１ １ ０２７１ ０６２５

　　注：组内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观察组相关因素与４种主要中医体质的关系
分析　２型糖尿病人群中４种主要中医体质在相关
因素分析所示：２型糖尿病人群中不同体质人群中
不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高血压病、冠心病、脑梗

及血脂异常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即平和质较偏颇质男性患者更多，＜７０岁者
所占比例最少；阴虚质较非阴虚质高血压患者比例

更高；痰湿质较非痰湿质患者超重或肥胖、血脂异常

比例更高，血瘀质较非血瘀质患者冠心病、高血压、

脑梗的患者比例更高。见表３、表４。
３　讨论

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体质与人类的健

康、疾病之间的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众多学者对于中

医体质分类也一直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秦汉

时期的《黄帝内经》是现存的对体质进行描述的最

早文献。在《内经》中常用“质”“素”等以表体质之

义，如《素问·厥论篇》记载：“是人者，质壮，秋冬夺

所用”，《素问·逆调论篇》记载：“是人者，素肾气

胜”［４］。秦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则是中医体质学

说真正应用于临床的古籍，而它的发展盛于明清时

期的《温疫论》《温病条辨》等［３］。中医体质分型运

用较多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琦的９分法［３］，而归

根到底，研究体质类型的目的在于研究体质与疾病

的关系，给临床提供一定的临床防治思路和方法。

体质因素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和证型，证

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

理病理状态。中医学认为，本病属“消渴”范畴，是

由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欲过度、劳倦内伤等多种

因素引起。其发病隐匿，变证多端，其病机发展通常

表现为：燥热阴虚、气阴两虚、阴阳两虚。目前国内

对于２型糖尿病与中医体质分型关系的研究，大部
分缺乏对照组的研究，而局限于糖尿病患者的中医

体质分布［５９］，且因样本选取方式及样本量等不同而

存在一定的差异［１０１１］。此外，缺乏２型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与中医体质关系的研究。本

研究以非糖尿病人群作为对照组研究，样本量较大，

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且对２型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与中医体质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９４７例调查对象中，４６１例 ２
型糖尿病患者９种中医体质按分布频率由高到底依
次为：阴虚质、痰湿质、血瘀质、气虚质、阳虚质、湿热

质、平和质、气郁质、特禀质；４９６例非糖尿病人群９
种中医体质按分布频率由高到底依次为：阴虚质、痰

湿质、平和质、气虚质、血瘀质、阳虚质、湿热质、气郁

质、特禀质。２组之间９种中医体质分布频率比较，
平和质、阴虚质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即２型观察组平和质所占比例低于非观察
组，阴虚质所占比例高于非观察组。２型糖尿病 ９
种中医体质单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统计结
果筛选出阴虚质为２型糖尿病的主要危险体质，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ＯＲ＝１８８７），平和质为
２型糖尿病的主要保护体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ＯＲ＝０２９３）。２型糖尿病人群中４种主要
中医体质在相关因素分析所示：２型糖尿病人群中
不同体质人群中不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高血压

病、冠心病、脑梗及血脂异常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００５），即平和质较偏颇质男
性患者更多，＜７０岁者所占比例最少；阴虚质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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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型糖尿病患者相关因素与主要中医体质的关系（一）［例（％）］

相关因素 合计（ｎ＝４６１） 平和质（ｎ＝３１） 非平和质（ｎ＝４３０） 阴虚质（ｎ＝２０３） 非阴虚质（ｎ＝２５８）

性别 男 ２０２ ２２（７０９７） １８０（４１８６） ８６（４２３６） １１６（４４９６）
女 ２５９ ９（２９０３） ２５０（５８１４） １１７（５７６４） １４２（５５０４）

年龄段 ＜７０岁 ２１４ ７（２２５８） ２０７（４８７１） ９９（４９２５） １１５（４５１０）
７０～８０岁 １５１ １３（４１９４） １３８（３２４７） ６５（３２３４） ８６（３３７３）
≥８０岁 ９１ １１（３５４８） ８０（１８８２） ３７（１８４１） ５４（２１１８）

ＢＭＩ 过低或正常 １６０ １２（４１３８） １４８（４３２７） ６６（３９２９） ９４（４６３１）
超重或肥胖 ２１１ １７（５８６２） １９４（５６７３） １０２（６０７１） １０９（５３６９）

吸烟 有 ２７ ４（１２９０） ２３（１３０７） １０（１４０８） １７（１２５０）
无 １８０ ２７（８７１０） １５３（８６９３） ６１（８５９２） １１９（８７５０）

饮酒 有 ２４ ２（６４５） ２２（１２５０） １０（１４０８） １４（１０２９）
无 １８３ ２９（９３５５） １５４（８７５０） ６１（８５９２） １２２（８９７１）

冠心病 有 ８９ ４（１２９０） ８５（１９７７） ３１（１５２７） ５８（２２４８）
无 ３７２ ２７（８７１０） ３４５（８０２３） １７２（８４７３） ２００（７７５２）

高血压 有 １７９ ７（２２５８） １７２（４０００） ９１△（４４８３） ８８（３４１１）
无 ２８２ ２４（７７４２） ２５８（６０００） １１２（５５１７） １７０（６５８９）

脑梗 有 ５０ ５（１６１３） ４５（１０４７） １７（８３７） ３３（１２７９）
无 ４１１ ２６（８３８７） ３８５（８９５３） １８６（９１６３） ２２５（８７２１）

血脂异常 有 １７９ ９（２９０３） １７０（３９５３） ８２（４０３９） ９７（３７６０）
无 ２８２ ２２（７０９７） ２６０（６０４７） １２１（５９６１） １６１（６２４０）

　　注：组内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表４　２型糖尿病患者相关因素与主要中医体质的关系（二）［例（％）］

相关因素 合计（ｎ＝４６１） 痰湿质（ｎ＝９２） 非痰湿质（ｎ＝３６９） 血瘀质（ｎ＝７７） 非血瘀质（ｎ＝３８４）

性别 男 ２０２ ３４（３６９６） １６８（４５５３） ２８（３６３６） １７４（４５３１）
女 ２５９ ５８（６３０４） ２０１（５４４７） ４９（６３６４） ２１０（５４６９）

年龄段 ＜７０岁 ２１４ ４７（５１６５） １６７（４５７５） ３３（４９２５） １８１（４６５３）
７０～８０岁 １５１ ３０（３２９７） １２１（３３１５） ２７（４０３０） １２４（３１８８）
≥８０岁 ９１ １４（１５３８） ７７（２１１０） ７（１０４５） ８４（２１５９）

ＢＭＩ 过低或正常 １６０ ２１（３０００） １３９（４６１８）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３０（４１８０）
超重或肥胖 ２１１ ４９（７０００） １６２（５３８２）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８１（５８２０）

吸烟 有 ２７ ３（７１４） ２４（１４５５） １０（１７５４） １７（１１３３）
无 １８０ ３９（９２８６） １４１（８５４５） ４７（８２４６） １３３（８８６７）

饮酒 有 ２４ ４（９５２）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０（１７５４） １４（９３３）
无 １８３ ３８（９０４８） １４５（８７８８） ４７（８２４６） １３６（９０６７）

冠心病 有 ８９ １９（２０６５） ７０（１８９７） ２４（３１１７） ６５（１６９３）
无 ３７２ ７３（７９３５） ２９９（８１０３） ５３（６８８３） ３１９（８３０７）

高血压 有 １７９ ４１（４４５７） １３８（３７４０） ４３（５５８４） １３６（３５４２）
无 ２８２ ５１（５５４３） ２３１（６２６０） ３４（４４１６） ２４８（６４５８）

脑梗 有 ５０ ８（８７０） ４２（１１３８） １８（２３３８） ３２（８３３）
无 ４１１ ８４（９１３０） ３２７（８８６２） ５９（７６６２） ３５２（９１６７）

血脂异常 有 １７９ ４４△（４７８３） １３５（３６５９） ３１（４０２６） １４８（３８５４）
无 ２８２ ４８（５２１７） ２３４（６３４１） ４６（５９７４） ２３６（６１４６）

　　注：组内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阴虚质高血压患者比例更高；痰湿质较非痰湿质患

者超重或肥胖、血脂异常比例更高，血瘀质较非血瘀

质患者冠心病、高血压、脑梗的患者比例更高。

在临床发现，２型糖尿病早期及其慢性并发症
早期大部分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或其他临

床症状和相关体征，辨证施治往往面临“无证可辨”

的情况。而中医体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因此，在糖尿病

防治过程中可以发挥中医体质学说的优势，运用

“治未病”的理念，找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高危体

质类型，作为防治重点，从而达到“未病先防”“已病

防变”的目的［１２］。本研究显示，平和质为２型糖尿
病的保护体质，其人群特征为阴阳气血的调和平衡，

其适应能力较强，《灵枢·通天》论述：“阴阳和平之

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相比其他偏颇体质，

平和质人群更不易患２型糖尿病，因此该人群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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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维持原有气血阴阳调和的状态，起居平常，依据环

境适当予以调整。阴虚质为本病主要的危险体质，

阴虚质可能对２型糖尿病的患病具有倾向性和易患
性。消渴基本病机为阴虚燥热，阴虚为本，燥热为

标，阴虚质人群体质本偏阴虚，易化燥生热，耗伤津

液，相较其他体质人群更易患２型糖尿病，表现为口
干多饮为主。痰湿质、血瘀质为２型糖尿病主要分
布体质。有研究表明［１３］痰湿体质是糖尿病易感体

质，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且其胰岛

素抵抗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痰湿质者［１４１５］。清·唐

容川在《血证论》中说：“瘀血在里则渴。”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中指出：“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

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两者都提出

了瘀血是形成消渴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也表明２型糖尿病平和质、痰湿质及血
瘀质体质人群在性别、年龄、血压及心脑血管危险因

素发生率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平和质男性

患者为多，患病年龄更大。糖尿病患者阴虚体质偏

多，这主要与阴虚燥热的基本病机相关，高血压病以

肝肾阴虚为基本病机，无论是消渴病的“阴虚燥热”

还是眩晕的“肝肾阴虚”，２者都离不开“阴虚”这一
基本病机，本研究也观察到２型糖尿病阴虚质患者
较非阴虚质患更多合并高血压病。消渴病血瘀贯穿

始终，眩晕、头痛病属本虚标实，与风、痰、瘀亦关系

密切。此外，本研究以老年人患者为主，往往病程已

久，久病入络，或日久耗伤气血，本研究结果显示血

瘀质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压者更多。痰湿质

人群素体肥胖偏多，体重指数较高，平素嗜食肥甘，

阻碍脾胃，脾失健运，水谷不化，痰湿中阻，蕴而化

热，湿热内生，而表现为消谷善饥为主，本研究对象

２型糖尿病痰湿质患者表现为体重指数更高、血脂
异常者更多。血瘀质人群素体瘀血阻滞，停于脑窍，

发为头痛，甚至中风，痹阻于心脉，发为胸痹，阻于脉

络，肢端脉络不通，不通则痛，表现为手足麻木疼痛

等。本研究显示血瘀质患者心脑血管病变者为多。

体质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

变化、转归预后上的差异及个体对治疗措施的不同

反应性，因此针对不同中医体质人群，关注相关指

标，制定个性化防治方案，对于２型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的防治有着较大的临床意义。

目前，对糖尿病体质类型的研究仍在继续，但至

今仍未有研究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

对不同地区的糖尿病患者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中

医体质的调查，特别是地域、气候、生活习惯以及人

种不同的地区。另外还有必要设立对照组，同地区

之间进行糖尿病人群与一般人群的对照研究，这样

才能发现中医体质在糖尿病人群中的分布特点，为

运用体质学说干预糖尿病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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