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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治疗对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患者

蛋白非酶糖基化和蛋白激酶 Ｃ激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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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医辨证治疗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患者对其蛋白非酶糖基化和蛋白激酶Ｃ激活的影，为糖尿病肾病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濮阳市中医医院收治的糖尿病肾病肾功能
不全患者９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８例，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西医常规治
疗，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外加中医辨证治疗，比较２组肾功能、蛋白激酶 Ｃ（ＰＫＣ）活性以及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水平变化，并分析２组治疗后肾脏血流相关参数的变化，观察２组临床疗效。结果：２组治疗前肾功能相关指标、ＰＫＣ活
性以及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肌酐（Ｓｃｒ）和尿素氮
（ＢＵＮ）、胞质ＰＫＣ活性、胞膜ＰＫＣ活性以及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明显下降，ＳＣｒ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肾主动脉（ＭＲＡ）、段动脉（ＳＲＡ的Ｖｓｍａ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ｄｍｉｎ明显升高，
Ｒ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ＩＲＡ的Ｖｄｍｉｎ、Ｖｓｍａｘ明显升高，ＲＩ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８３％，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８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医辨证治疗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有效的抑制
ＰＫＣ通路的激活，减轻蛋白非酶糖基化的发生，纠正肾血流动力学异常，改善肾功能，效果显著。
关键词　中医辨证疗法；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蛋白非酶糖基化；蛋白激酶Ｃ；肾动脉、肾叶段动脉；肾叶间动脉；阻力指
数；舒张期最低血流速度；收缩期最大血流速度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ｏｎ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ｕＹｏｎｇｈｕａ１，ＨｕａｎｇＪｕｎｃｈｅｎ１，ＨｕＹａｎｈｕｉ２

（１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ｕｙａ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ｕｙａｎｇ４５７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ａｎｃ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ｎｏｎ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９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ｄｕｅｔｏ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Ｐｕｙａ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
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８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Ｋ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Ｃｒ，ＢＵＮ，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ＰＫ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Ｋ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１ｃ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Ｃｃｒｌｅｖｅｌ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ＶｓｍａｘｏｆＭＲＡａｎｄＳＲＡ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
Ｖｄｍ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Ｉ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Ｖｄｍｉｎ，ＶｓｍａｘｏｆＩＲ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ＲＩ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５８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０８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ＫＣ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ｅｄｕｃ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ｎｏｎ

·３１７·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３月第１４卷第３期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ｒｅｎ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ｎｏｎ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
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Ｒｅｎ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ｎａ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ｏｂａｒ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Ｍｉｎｉ
ｍｕｍ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２；Ｒ５８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９．０３．０３９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以及人们生活饮食习惯的
改变，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的发病率逐年
升高，ＤＭ是由于机体不同发病机制以及病因所引
起胰岛素相对或者绝对不足，从而造成患者脂肪、蛋

白质以及葡萄糖发生代谢性障碍［１］。然而随着医疗

技术的发展，急性 ＤＭ相关并发症已得到一定程度
的控制，患者生命质量得到提高，而以糖尿病肾病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为代表的慢性代谢性疾
病的临床诊治效果较差［２］。ＤＮ是目前临床上最为
常见的ＤＭ并发症之一，占３０％～３５％，以渐进性以
及慢性损伤为主要特征。早期一般无典型的相关症

状出现，可出现高血压或者血压无明显变化，早期

ＤＭ患者会逐渐出现肾体积增大，增加肾小球滤过
率，渐渐出现高滤过现象，进而出现微量蛋白尿以及

间隙蛋白尿，另外持续性的高血压、水肿以及蛋白尿

会随着患者病程的延长逐渐出现，从而发生尿毒症

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病症［３］。糖化血红蛋白是２０世
纪发现的蛋白非酶糖基化的重要产物之一，在 ＤＮ
的发病以及进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４］。蛋白

激酶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Ｃ）是一种在机体各个组
织细胞中存在广泛的物质，其中红细胞蛋白激酶 Ｃ
活性与ＤＮ病情的发展关系密切，另外对于ＤＮ患者
进行血流动力学研究，有助于 ＤＮ患者的早期发现
治疗［５］。故本研究探讨中医辨证治疗 ＤＭ肾功能不
全患者对其蛋白非酶糖基化和蛋白激酶Ｃ激活的影
响以及与肾血流动力学异常的关系，为 ＤＭ肾功能
不全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
濮阳市中医医院收治的 ＤＭ肾功能不全患者９６例
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８
例，２组在年龄、性别、病程、中医辨证分型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见表 １。本研究经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２０１６）伦审第（０９）号］。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１）患者空腹血糖（８ｈ内无
热量摄入）不低于７０ｍｍｏｌ／Ｌ；２）伴有典型的高血

糖以及高血糖危象症状者，随机测定血糖量不低于

１１ｍｍｏｌ／Ｌ；３）２ｈ耐糖试验显示，血糖水平不低于
１１ｍｍｏｌ／Ｌ；４）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不低于６５％者；
５）可伴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不全；６）排除其他相关
原因引起的持续性以及间歇性临床蛋白尿；７）伴有
视网膜病变者；８）必要时进行肾活检检测［６］。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ｎ＝４８）

项目 对照组（ｎ＝４８）观察组（ｎ＝４８）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０～７９ ３０～８０
平均年龄（岁） ５４２６±５６７ ５３９８±５７１ ０２４１ ０４０５
男／女（例） ２９／１９ ２８／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８３５
病程（年） ６～２１ ６～２２

平均病程（年） １３１６±２６４ １３２５±２５９ ０１６９ ０４３３
辨证分型

心肾阳虚兼瘀毒型 ２３（４７９２） ２２（４５８３） ００４２ ０８３８
脾肾阳虚兼瘀毒型 １２（２５００） １１（２２９２） ００５７ ０８１１
湿浊兼瘀毒型 １３（２７０８） １５（３１２５） ０２０２ ０６５３

１２２　中医诊断标准　１）有ＤＭ史；２）患者早期无
特异性体征表现，随着病情的进展，表现为血压升

高、四肢浮肿、面色苍白、胸水、爪甲色淡以及腹水

等；３）早期患者缺乏特异性的症状，主要以ＤＭ症状
为主，随后表现为腰酸腿痛、水肿、耳鸣头晕、倦怠乏

力等；另外合并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者，表现为皮肤

瘙痒、纳差以及手足抽搐、恶心呕吐等症状；合并心

力衰竭患者出现憋气、胸闷以及喘憋难以平卧症状；

肾病综合征患者出现严重水肿［７］。

１２３　中医辨证分型　主要分为３种类型，１）湿浊
兼瘀毒型：主证为舌苔白腻，呕吐频繁，口黏欲饮，并

伴有一定程度的尿味；２）脾肾阳虚兼瘀毒型：主证为
便溏食少，全身浮肿，闷涨脘腹，呕吐恶心，肢冷畏

寒，尿量减少，脉象沉溺，舌苔白滑，舌淡胖润；３）心
肾阳虚兼瘀毒型：主证为胸闷失眠，下肢浮肿，乏力

神疲，气短心慌，肢冷畏寒，脉象沉细，舌苔薄白，口

舌发紫［８］。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２）符合上
述中医辨证分型者；３）患者及家属同意并积极配合
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病情进展恶化为尿毒症者；２）合
并有精神病以及原发性疾病者；３）合并有心力衰竭
等相关性疾病引起的肾功能改变者；４）妊娠哺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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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者；２）
依从性差，中途退出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对照组　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包括有优质蛋
白、低脂、低盐等饮食控制；给予血液透析治疗；胰岛

素注射或者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降压、降血脂、利

尿消肿治疗；严重患者必要时给予补血，对电解质以

及酸碱平衡进行调节。

１６２　观察组　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外加中医辨
证治疗［９］。１）湿浊兼瘀毒型：土茯苓、党参、车前子
各１０ｇ，法夏、大黄、泽泻各５ｇ，丹参、金银花各３５ｇ，
益母草、竹茹各２０ｇ，枳实、厚朴、茯苓、连翘各１５ｇ，
黄芪４０ｇ、白茅根４５ｇ、地榆、藿香各３５ｇ。肢端麻
痹者加地龙１５ｇ、水蛭１０ｇ；舌苔黄腻者加苍术２０ｇ、
黄柏１０ｇ；尿潜血者加泽兰３５ｇ。２）脾肾阳虚兼瘀
毒型：连翘、小茴香、肉桂、陈皮、大黄、姜半夏、党参、

厚朴各１０ｇ，白僵蚕、益母草各１５ｇ，丹参、泽泻、茯
苓各２０ｇ，藿香３０ｇ、竹茹２５ｇ、黄芪５０ｇ、枸杞子
４０ｇ。便秘者加芒硝２０ｇ；恶心重者加紫苏叶２０ｇ。
３）心肾阳虚兼瘀毒型：人参、车前子、连翘各５ｇ，桂
枝、泽泻、蝉蜕、益母草、土茯苓各１０ｇ，茯苓、麦冬、
丹参各１５ｇ，五味子３０ｇ、黄芪４５ｇ、仙鹤草３５ｇ、白
茅根５０ｇ，夜尿多者加芡实、肉桂各１０ｇ；发热心烦
者加青蒿２０ｇ，地骨皮１５ｇ。所有中药材均购自保
定仙德中药销售有限公司，由我院中药房煎药室统

一煎煮，患者水煎服，每日１剂，分２次服用，１０ｄ为
１个疗程，共４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肾功能指标测定：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１２６０型，安捷伦）测定糖化血红蛋白；采用
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采用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测定肌酐（ＳＣｒ）、内生肌酐清除率（Ｃｃｒ）、血清
尿素氮（ＢＵＮ）水平。２）ＰＫＣ活性测定：采取患者清
晨空腹静脉血，红细胞分离，加入缓冲液 Ａ（蔗糖
０２５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２０ｍｍｏｌ／Ｌ、ＥＧＴＡ１０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２ｍｍｏｌ／Ｌ）０℃条件下进行超声粉碎，然后
４℃，３０００ｒ／ｍｉｎ条件下离心１ｈ，取上清液，离心机
（ＤＧＳｐｉｎ；北京佰利申科贸有限公司），之后将其加
入到ＤＥＡＥ纤维素柱中，再采用缓冲剂 Ｂ（Ｔｒｉｓ／ＨＣｌ
２０ｍｍｏｌ／Ｌ、２ＭＥ５０ｍｍｏｌ／Ｌ、ＬＥＧＴＡ５ｍｍｏｌ／Ｌ、ＥＤ
ＴＡ２ｍｍｏｌ／Ｌ）进行洗涤处理，收集为胞质洗脱液待
测。将膜蛋白提取液加入到沉淀物中，超声粉碎，同

样条件下离心１ｈ，过柱，收集为胞膜洗脱液。反应
体积为５０μＬ，并以组蛋白为底物，参考Ｌｏｗｒｒｙ法进

行蛋 白 定 量 测 定，反 应 混 合 液 位 ＣｏｌｄＡＴＰ
０２５ｍｍｏｌ／Ｌ、０５％ⅢＳ型组蛋白、１％ＰＳ、ＣａＣｌ２
１２５ｍｍｏｌ／Ｌ、ＭｇＡＣ２５ｍｍｏｌ／Ｌ、ｐＨ７５，０５ｍｍｏｌｌ／
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３）肾脏血流测定：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５５００型，Ｐｈｉｌｉｐｓ），并以２５～３５ＭＨｚ为探
头频率。患者空腹取侧卧或者仰卧位，对肾脏大小

进行测量，观察内部情况，于各级肾血管内进行定

位，角度为６０°，对其两侧主肾动脉（ＭＲＡ）、叶段动
脉（ＳＲＡ）及叶间动脉（ＩＲＡ）的阻力指数（ＲＩ）、舒张
期最低血流速度（Ｖｄｍｉｎ）以及收缩期最大血流速度
（Ｖｓｍａｘ）进行测量。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
中关于ＤＮ治疗的评价标准［１０］。１）ＳＣｒ无降低甚至
增加，临床相关症状没有改善甚至加重，为无效；２）
ＳＣｒ下降１０％～３０％左右，临床相关症状有一定程
度的改善，为有效；３）患者恢复至代偿期或者ＳＣｒ下
降３０％以上，同时临床相关症状基本消失，为显效。
治疗有效率 ＝（有效例数 ＋显效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上
述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
示，行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肾功能比较　２组治疗前肾功能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ＳＣｒ、ＢＵＮ
水平均明显降低，Ｃｃｒ水平明显升高，且观察组上述
指标改善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肾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ＳＣｒ（μｍｏｌ／Ｌ） Ｃｃｒ（ｍｌ／ｍｉｎ）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４８２３８±７２６５ ３１０６±９８７ １７６８±２６７
　治疗后 ４２６５２±６８３１ ３５３７±１００２ １４６８±３０４

观察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４８１６９±７３６４ ３１１５±９７２ １７７６±２７１
　治疗后 ３６９７４±６６２５△ ４０６９±１０１２△ １０８６±２３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ＰＫＣ活性比较　２组治疗前胞质以及胞
膜ＰＫＣ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２组胞质以及胞膜 ＰＫＣ活性均明显下降，且
观察组下降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２３　２组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比较　２组治
疗前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空腹血糖以及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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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水平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更显著，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２组患者ＰＫＣ活性比较（珋ｘ±ｓ，ｐｍｏｌ／ｍｉｎ·ｍｇ）

组别 胞质 胞膜

对照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１８７±０３６ １９５±０３８
　治疗后 １３９±０３１ １３６±０３３

观察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１９２±０３８ １９３±０４１
　治疗后 １０１±０２２△ １０４±０２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比较（珋ｘ±ｓ）

组别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Ｌ） 糖化血红蛋白（％）

对照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１４２３±３２６ １１３６±３８５
　治疗后 ９８３±２８７ ８２１±２１６

观察组（ｎ＝４８）
　治疗前 １４０５±３２９ １１２７±３７６
　治疗后 ７２１±２６９△ ６３５±１３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４　２组治疗后肾脏血流参数比较　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 ＭＲＡ、ＳＲＡ的 Ｖｓｍａ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Ｖｄｍｉｎ明显升高，ＲＩ明显降低（Ｐ＜
００５）；ＩＲＡ的Ｖｄｍｉｎ、Ｖｓｍａｘ明显升高，ＲＩ明显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２组患者治疗后肾脏血流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阻力指数
舒张期最低血流

速度（ｍ／ｓ）
收缩期最大血流

速度（ｍ／ｓ）
对照组（ｎ＝４８）
　肾动脉 ０８２±００９ ２３１５±６０５ ７５３８±１１２６
　叶段动脉 ０７７±００５ ９９１±４８５ ５２６７±７６２
　叶间动脉 ０７８±００７ ６７１±２８３ ３０２１±７８６
观察组（ｎ＝４８）
　肾动脉 ０６６±００７ ２５７８±４４３ ７３５６±１１２８
　叶段动脉 ０５６±００６ １９５２±６１８ ５２７１±７６４
　叶间动脉 ０５６±００５ １１４５±２８５ ３５２３±５９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
率为９５８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８３％，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６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无效（例） 有效（例） 显效（例） 有效率（％）

对照组 １４ １５ １９ ７０８３
观察组 ２ １３ ３３ ９５８３
χ２值 １０８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中医学中最基本的特色为辨证论治、八纲、五

行、阴阳，其中中医阴阳理论可以进行性质的界定，

是矛盾统一的辨证哲学理论的体现，另一方面还可

用于疾病的分类。阴阳是相互矛盾的２个方面，相
生相克，协调共生，也是和谐的内涵表达。另外中医

学认为人的生命是精神和物质共同形成的整体，中

医辨证论治体现了中医的宇宙观，实践了中医辨证

理论，有别于目前西医治疗方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和

鲜明的中国特色［１１］。ＤＭ隶属于中医水肿、消渴证
范畴，“久病必虚，久病入络，久病及肾”为我国中医

学的病变基础理论之一，ＤＮ患者由于“消渴症，水
肿”的作用，病久渐深入络，损伤肾络肾体，引起肾脏

功能失调。对于 ＤＮ疾病，在中医阴阳理论角度解
释为：病初阴虚，日久病深，耗气伤阴，致其气阴两

虚，久之损其阳，致阴阳两虚，浊毒淤结，久之阴阳两

衰［１２１３］。中医学认为其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其中

本虚为五脏阴阳气血虚亏，肾为之根本，标实为痰

凝、湿阻、血瘀，毒气淤结，伤及肾络。中医病机为邪

毒正邪交争［１４］。中医治疗原则为治疗毒邪主体，虚

实结合，并根据病势发展，毒邪部位特点进行辨证分

析论治。

ＰＫＣ是由多种生物活性以及结构功能不同的同
工酶形成的多功能苏氨酸和丝氨酸蛋白激酶家族成

员，在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中均可以发现，其在信号由

胞外向胞内传导时，起着关键作用［１５］。正常情况

下，Ｃ端催化区的底物结合点与相应的 Ｎ端底物相
结合，ＰＫＣ主要是以失活状态存在，在高血糖等相关
外界刺激时特异性底物向胞膜处转移，通过磷酸化

的作用改变其构象，进而激活 ＰＫＣ的信号通路，参
与诸如糖脂代谢异常、血流动力学异常脂质过氧化

等ＤＮ疾病的发生和进展［１６］。研究显示，对于早期

ＤＮ患者其叶间动脉肾内段动脉的阻力相对正常，但
其叶间血流峰速延长，Ｖｄｍｉｎ降低，降低患者肾血管的
顺应性［１７］。另外，随着ＤＮ患者病情的进展恶化，肾
小球内部毛细血管的相应基底膜出现增厚现象，从

而损伤内皮，外加血栓的作用下，毛细血管管腔进一

步变窄。对于 ＤＮ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其肾小动
脉出现弥漫性硬化症状，更为严重的血栓引发相关

血管腔变窄甚至完全堵塞，相关血流多普勒信号消

失或者减弱，皮髓质交界处血流相对较为缺乏，超声

信号体现为断续样，降低Ｖｄｍｉｎ值，升高ＲＩ值，表现为
低速高阻型的血流动力学特征［１８］。而文中结果显

示，中医辨证结合西医治疗对患者的血流参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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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抑制 ＰＫＣ的激活改善效果较好。这是由于其
根据不同的证候类型，给予针对性强的方剂进行治

疗，其中丹参可以养阴清热，培本滋养，养血活血，可

解燥热，另外还可以化瘀活血，去除壅滞。现代药理

学显示，其含有丹参酮，具有抗脂质过氧化，改善微

循环以及扩张血管的功效，还具有改善患者血流动

力学异常状况，降低血压、减少蛋白尿、增加肾血流

量、改善肾功能的功效［１９２０］。黄芪具有养元益气、祛

邪扶正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可以通过

对肾小球基底膜产生作用，起到调节血糖、消除蛋白

尿、降血脂的功效。中西医结合治疗更有利于利水

活血、养阴益气、滋补脾肝肾，效果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中医辨证治疗 ＤＭ肾功能不全患者
可以有效的抑制ＰＫＣ通路的激活，减轻蛋白非酶糖
基化的发生，纠正肾血流动力学异常，改善肾功能，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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