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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diabetic nephrology

，

DN

）是糖尿病的主要微

血管病变之一。 随着我国糖尿病发病率的升高，

DN

的发病率

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的糖尿病

患者约有

9200

万，而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达

20%~25%

[1]

。

DN

是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西医对其尚无

理想的治疗方法，中医药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患者的

蛋白尿水平，延缓其肾功能的进展。 笔者基于“脾为后天之

本，气血生化之源”的理论基础，提出应从调理脾胃入手治疗

糖尿病肾病。

1

中医学对糖尿病肾病的认识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而糖尿病属中医学

“消渴病”范畴。 中医学中并无糖尿病肾病的称谓，在中医文

献中，本病应归属于“消渴病”的变证范畴。 文献中记载的消

渴日久出现的水肿、尿浊、肾消等症与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表

现十分相似。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消渴其久病变，或

发痈疽，或成水疾。 ”清·《杂病源流犀烛》云：“有消渴后身肿

者，有消渴面目足膝肿而小便少者。 ”明·《证治要诀》云：“三

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气，在溺中滚涌，更有浮泥面如猪

脂。 ”这种尿浊如脂见于糖尿病肾病大量蛋白尿者。唐·《外台

秘要》引《古今录验》云：“渴而饮水不能多，但腿肿，脚先瘦

小，阴痿弱，数小便者，此为肾消病也。 ”故糖尿病肾病可归为

消渴后水肿、尿浊、肾消等范畴。

2

脾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尿浊、水肿、蛋白尿是糖尿病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及理

化异常，其形成在五脏之中与脾关系最为密切。 《素问·奇病

论》云脾瘅“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素问·通评虚实论》亦云“……消瘅……肥贵人，则膏粱之

疾也”。 糖尿病肾病源起于糖尿病，膏粱厚味、肥甘美味是糖

尿病发病的直接因素，亦是糖尿病肾病的主要发病因素。 脾

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饮食靠脾胃运化为水谷精微而

营养五脏、洒陈六腑，维持人体脏腑功能的动态平衡。 若长

期恣食肥甘、醇酒厚味则损伤脾胃，脾气虚弱、脾失健运则

水谷不能化生精微，脾不升清则水谷之精微随尿液下流，而

见尿浊之证。 张琪教授认为糖尿病肾病早期出现尿微量白

蛋白，乃脾气虚衰，上输精气不能归于肺而布散全身，径走

膀胱，治节无权所致，脾虚是糖尿病肾病发病和病机演变的

关键环节

[2]

。 脾胃居于中焦，为气血津液运化升降的枢纽，津

液的输布有赖于脾气的正常转输。 脾气亏虚，升降失司，则

水津失布，不能布达全身，以致水湿停滞体内，泛于肌表则

见水肿。 彭万年教授

[3]

认为脾气虚弱，脾失健运是糖尿病肾

病转化及进展的关键因素， 脾气虚弱在糖尿病肾病各期中

都占有很大比例， 在发病过程及病机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先天之精依赖后天之精的不断培育和充养，才能发

挥其生理效应。 又脾虚失运，水谷不能化生精微，蕴热化燥，

胃火炽盛，下损肾阴，久而阴损及阳；脾虚失运，不能输精于

肾，肾精不充则肾气不足，肾气虚则肾阳衰微，肾失固摄，约

束无权，临证见面色 白、腰膝酸软、全身浮肿等症状。 可见

饮食不节、贪食甘美是导致本病的直接因素，其病变首先发

于脾，迁延数载，久而及肾，以致脏腑功能失调，精微外泄，

痰湿瘀血浊毒内生。 脾虚在本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的

作用。

3

从脾论治，兼顾益肾

《杂病源流犀烛·脾病源流》所言：“盖脾统四脏，脾有病

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 故脾胃气充，四脏皆赖

煦育；脾气绝，四脏不能自生，凡治四脏者，安可不养脾哉。 ”

脾病则各脏均可受累而病，脾气虚则五脏俱无气所充而虚。

李中梓在《医宗必读·卷一》中曰：“夫脾具土德，脾安则土为

金母，金实水源。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则肾愈安也。 ”

《医学心悟》亦云：“治渴初宜养肺降心，久滋肾养脾……然

心肾皆通乎脾，养脾则津液自生。 ”由此可见，对于糖尿病肾

病的治疗，应先治脾，健脾以益气，升清以泻浊；久病及肾，

治疗上又需兼顾肾气，调整阴阳。 脾虚不能制水，以致水湿

摘 要 糖尿病肾病是进展至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表现为蛋白尿、水肿等。 中医药治疗在一定程度上

可改善尿蛋白水平，延缓疾病进展。本病与脾关系密切，脾虚在本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故提出从脾论治、兼

顾治肾的治疗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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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聚，水为阴邪，易伤阳气，日久肾阳亏虚，脾失温养，则水

湿壅盛而水肿更甚。 近代学者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上亦多

从脾虚立论。 糖尿病肾病以蛋白尿为主要表现，龚丽娟认为

蛋白为人体之精微，由脾化生，由肾收藏，蛋白尿的出现当

属人体精微物质的外漏， 她提出本病的基本病机为肾元亏

虚，湿瘀阻络，肾元亏虚为本，涉及肝脾诸脏

[4]

；湿热瘀血为

标，贯穿疾病始终。 治疗上遵循“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

的理论基础，重视调理脾肾以治本。 在健脾益气的基础上补

肾，使肾中精气更加充足，气血得以生化，水湿得以健运。 叶

景华教授认为糖尿病肾病长期迁延不愈，穷必及于脾肾，脾

阴不足不能化生津液，强调补脾重在健脾，因脾为湿土，土

湿才能滋生万物，补脾气以固下脱之阴津，养脾阴可化涸竭

之津液

[5]

。

综上所述，脾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从脾

论治糖尿病肾病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临床应用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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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一词首见于长沙马王堆墓帛书中的《阴阳十一脉

灸经》。 但头痛一证首载于《内经》，并指出外感和内伤为头痛

发生的主要病因。 例如《素问》中讲到：“新沐中风，则为首

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 这里讲的头痛，是指因外

感六淫、内伤杂病而引起的，以头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病证。

头痛的病因病机复杂，常常兼夹致病，其脉象更是多种要素

组合在一起，分析起来杂乱无章。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齐向华教授

[1]

认为一个具体的病因、病机与脉象特征之间不

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一个病因或

病机对应的是一组脉象特征， 这一组脉象特征之间密切联

系，共同表征该病因或病机的性质、运动状态及对机体的损

害。 只有通过把基础的单纯头痛证型及其脉象关系梳理清

晰，才能更好地进行头痛的辨证论治。

1

外感头痛

外感头痛由外邪致病或外伤所致，为实证。 外邪致病指

人体受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所致，主要以风邪为主。 风为阳

邪，其性轻扬，在《素问》中提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且

“高巅之上，惟风可到”。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常兼夹他邪致

病，《医学入门·丹台玉案》言：“风邪一入，头即痛焉。 故有头

痛之病，风痛居多。 ”以下将风寒、风热、风湿头痛的主要脉象

浅析如下。

1.1

浮紧脉 浮紧脉的形成多与风寒邪气有关， 风寒外袭，

上扰清空侵及头目，导致头痛。 风邪侵袭人体，卫阳与邪据

争，气血趋向于体表，脉气鼓动于外，故见浮脉。 出现明代医

家王绍隆在《医灯续焰》所讲的“浮脉法天，轻手可得，泛泛在

上，如水漂木”之感。寒主收引，为阴邪。机体感受寒邪则脉管

拘紧收缩，正邪交争剧烈故见紧脉。 风寒遏阳气，头部经脉气

血凝滞，故头痛。 此类头痛为风寒头痛。 清·蔡贻绩《医学四

要》中指出：“浮脉法天，有轻清在上之象。 然浮虽主表而风寒

重伤者，脉反不浮，但其紧数而略兼浮象便是表邪。 ”由此可

摘 要 脉诊作为疾病的一种诊断方法，对判断头痛的病因病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证型的头痛分别具有其

特有的脉象特征。 通过对外感和内伤头痛中各单纯证型头痛病因病机的分析，归纳出其主要脉象，为方便分析复杂的头

痛证型做铺垫，为临床辨治头痛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关键词 头痛 证型 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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