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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炎多为免疫介导疾病， 其起病缓慢、隐

袭，病情迁延，临床主要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水肿、

高血压，而蛋白尿是加速肾小球硬化，导致肾功能

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控制和减少蛋白尿是延

缓肾脏功能恶化的重要环节。 在治疗上，西医以对

症治疗为主，通过控制高血压，抗凝治疗，使用激素

及免疫抑制剂治疗等来延缓病情，但中医药对蛋白

尿的治疗却具有明显的疗效。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孙岚云主任在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同时，

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注重虫类药在治疗慢性肾炎蛋

白尿中的应用，疗效显著。

1

慢性肾炎蛋白尿之病机

中医认为蛋白尿的基本病机为脾肾功能失

调。 脾主升清，脾虚者统摄失司，清浊不分，精微失

摄而外泄；肾主封藏，肾虚则气化无权，封藏失职，

精微不固而下泄。 张大宁教授认为蛋白尿的病理

基础是肾虚血瘀 ，肾虚为本 ，血瘀则是蛋白尿缠

绵难愈的重要因素，提出了补肾活血是本病的基

本治疗大法

[1]

。 孙师师承张大宁教授，深谙其理论

精髓，遵循补肾活血的治疗原则，常在方药中加入

虫类药。

2

虫类药及其作用特点

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具有破积消癥、活血

祛瘀、 疏风通络等独特的功效和治疗作用。 清代

吴鞠通说 ：“以食血之虫 ，飞者走络中气分 ，走者

走络中血分 ，可谓无微不入 ，无坚不破 ”，强调了

虫类药破积消癥， 功逐走窜的强大作用。 叶天士

认为 ：“久则邪正浑处其间 ，草木不能见效 ，当以

虫蚁药疏通诸邪。 ”唐容川则说：“动物之功利，尤

甚于植物 ， 以其动物之本性能行 ， 而且具有攻

性”，指出了虫类药的功效是一般植物药所不能比

拟的。

3

虫类药在慢性肾炎蛋白尿中的作用

慢性肾炎病程较长，病情迁延难愈，久病入络，

日久则肾元亏虚，津血不归正化，痼结于肾络而致

瘀，虫类药“无微不入，无坚不破”，攻逐走窜，通经

达络，搜剔疏利而无所不至，活血化瘀、疏风通络作

用尤为突出。 从现代医学来看，慢性肾炎多与免疫

反应、炎症介导、血液高凝状态等有关，而虫类药多

具有抗变态反应、抗炎、抗凝、改善微循环作用

[2]

。 孙

师在临床上擅用地龙、蝉蜕、僵蚕、水蛭四味虫类

药，效果明显。

3.1

地龙 地龙味咸、性寒，归肝、脾、肺经。 具有活

血化瘀、清热平肝、通络利尿作用。 《医林纂要》言地

龙“清肾去热，渗湿行水，去脾胃湿热，通大便水道，

能通经活络，可治风痰入络，气血不调 ，下行而利

尿”。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地龙能显著降低糖尿病肾

病大鼠

24ｈ

尿微量白蛋白水平，减轻肾小球硬化及

肾小管损伤的程度， 减少肾脏

Ⅳ

型胶原蛋白的表

达，对肾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3]

。 临床上孙师常在丹

参、川芎等草木类活血化瘀药基础上加用地龙（

10~

15g

）以增强活血化瘀力度，对于降尿中蛋白以及消

水肿作用明显，尤其适用于慢性肾炎大量蛋白尿水

肿患者。

3.2

蝉蜕 蝉蜕味甘、寒，归肺、肝经。 具有疏散

风热、利咽开音、透疹、息风止痉等作用。 杨栗山

称蝉蜕 “轻清灵透 ，为治血病圣药 ”，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蝉蜕具有免疫抑制及抗过敏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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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蛋白尿是慢性肾炎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导致肾功能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医学对慢性肾炎病机的研究

日益深入，但治疗以缓解病情为主。 中医药对蛋白尿的治疗具有明显的优势及疗效，孙岚云主任在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

同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注重地龙、蝉蜕、僵蚕、水蛭等虫类药在慢性肾炎蛋白尿中的应用，取得一定的疗效。 附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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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孙师认为蝉蜕药性轻灵微凉，擅疏风散邪，

而慢性肾炎患者因病程长 ， 脏腑虚损 ， 肺卫不

固 ，易受风邪侵袭 ，导致病情反复或加重 。 故临

床上加入蝉蜕 （

10~15g

），一方面以疏风散邪 ，另

一方面利用其免疫抑制及抗过敏作用降低尿蛋

白。

3.3

僵蚕 僵蚕味咸、辛，性平，归肝、肺、胃经。 《神

农本草经》记载其有熄风解痉、活血通络、化痰散结

等功效。 《本草求真》言：“僵蚕，祛风散寒，燥湿化

痰，温行血脉之品”，《本草纲目》称其能治“癥块，散

风痰结核”。 药理研究显示，僵蚕具有抗凝、促进微

循环等作用

[6]

。 孙师认为慢性肾炎患者外风不去，引

动内风则出现头晕眼花症状， 而僵蚕味咸入肾，擅

息风通络，且有活血作用，故宜首选。

3.4

水蛭 水蛭味咸、苦，性平，有小毒，归肝经。 具

有破血、逐瘀、通经作用。 《神农本草经》言：“主逐恶

血，瘀血，月闭，破血瘕积聚，无子，利水道。 ”《本草

经百种录》云：“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迟缓善

入，迟缓则生血不伤，善入则坚积易破，借其力以攻

积之滞，自有利而无害也。 ”张锡纯云：“水蛭破瘀血

而不伤新血，专入血分不损气分”。 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水蛭具有抗凝、抗炎作用，可减少尿蛋白的排

泄，改善肾脏病理变化，对肾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7]

。 孙师认为水蛭破血逐瘀作用强大，药性俊烈，

对于瘀血较重患者常用水蛭

3g

， 而因其有小毒，主

张不可长时间使用，中病即止。

4

病案举隅

殷某，男，

59

岁。

2015

年

3

月

29

日就诊。

自诉

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肿，当地医

院查尿常规：蛋白

+++

，予中药汤剂及西药（具体不

详）治疗，水肿未见明显好转。 近

10

天来，患者下肢

水肿加重，遂就诊于我院门诊。 症见：双下肢水肿，

乏力，头晕，眼花，腰酸，纳寐可，大便日

1~2

行，排

便不爽，小便量可，尿中泡沫多，舌紫暗胖大、舌下

脉络迂曲紫暗、 苔白腻 ， 脉弦滑。 查尿常规：蛋

白

+++

；

24h

尿蛋白定量：

3.2g/24h

；

BP

：

140/90mmHg

。

辨证属肾虚血瘀、湿浊内蕴证。 治以补肾活血、利湿

降浊为法。 处方：

生黄芪

40g

，川芎、茯苓皮、白花蛇舌草、败酱

草各

20g

，土茯苓、丹参、车前子、蝉蜕、僵蚕、麸炒

芡实 、桂枝 、茯苓各

10g

，麸炒白术 、盐补骨脂各

15g

，清风藤

6g

。

7

剂。 水煎服，日

1

剂。 并嘱患者

忌食辛辣刺激及羊肉海鲜等， 预防外感， 切勿劳

累。

二诊：患者乏力 、腰酸症状较前稍缓解 ，双下

肢仍肿，舌脉同前 。 复查尿常规 ：蛋白

++

，

24h

尿

蛋白定量

2.5g/24h

。 调整处方：原方生黄芪改

60g

，

加冬瓜皮

20g

、 地龙

15g

、 水蛭

3g

， 继续服药

14

剂。

三诊：患者下肢肿明显缓解。 复查尿常规：蛋

白

+

，

24h

尿蛋白定量

1g/24h

。调整处方：前方去水

蛭、僵蚕。

1

个月后复查

24h

尿蛋白定量

0.3g/24h

，

为巩固疗效继续予中药汤剂治疗 ， 目前病情稳

定。

按：本案患者慢性肾炎，辨证属肾虚血瘀、湿浊

内蕴，治以补肾活血、利湿降浊。 方中黄芪、白术、芡

实、补骨脂补益脾肾，以固护先后天之本；患者病程

较长，瘀血较重，川芎、丹参等草木类活血化瘀药难

达病所，加用地龙、水蛭以增强活血化瘀作用；以蝉

蜕、僵蚕疏散风邪；车前子、土茯苓、茯苓皮、清风

藤、桂枝、冬瓜皮合用以消水肿；白花蛇舌草、败酱

草、蒲公英利湿降浊。

5

结语

慢性肾炎病情迁延，蛋白尿是加重肾脏功能恶

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减少蛋白尿是控制慢性肾

炎发展的重要环节。 孙师将现代肾脏病研究和药理

研究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对于蛋白尿瘀血明显

的患者加用活血化瘀作用强大的虫类药，首选其中

具有免疫抑制及抗过敏作用的中药，慎用有肾毒性

的中药，以减少肾脏损伤。 蛋白尿患者病程通常较

长，多需要长期服药，以巩固疗效，病情稳定后，孙

师通常予丸药巩固，防止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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