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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以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为

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临床发病率高、病程长、并发

症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随着当今社会发展，工作

生活压力较大， 近年来糖尿病的发病呈年轻化趋

势。 目前，西医治疗主要有饮食运动控制、药物治疗

等， 但是在糖尿病症状改善及并发症防治方面，中

医药优势突出。

杨世勇教授从医近五十载，是我国第五批名老

中医药专家。 杨老认为糖尿病主要分为气阴两虚兼

血瘀、胃热津伤、脾肾两虚、心火炽盛四型。 其临床

擅用对药配伍，应用苍术、玄参，黄芪、山药等对药

为主，辅以葛根、丹参、虎杖等单味药治疗糖尿病疗

效显著。 笔者有幸师从杨老，现总结其糖尿病辨治

经验如下。

1

脾肾亏虚、心火炽盛为重要病机

1.1

脾虚为本 糖尿病的发病与禀赋不足、饮食失

节、情志失调、劳欲过度等因素有关，其病变脏腑多

认为在肺、胃、肾，病机为阴津亏损，燥热偏胜。 而杨

老对糖尿病的病位及病因侧重点提出新见解，突破

了传统单纯从“阴虚燥热”论治和分“三消”论治糖

尿病的观点。 杨老强调糖尿病中脾为关键，提出脾

虚为发病之始动因素，《灵枢·本脏》曰：“脾脆，则善

病消瘅，易伤。 ”《医学衷中参西录》曰：“糖尿病……

其证起于中焦，是诚有理，因中焦膵病，而累及于脾

也。 ”

[1]

脾胃亏虚，水谷精微运化失常，则肾经不得滋

助；脾胃燥热偏盛，下可耗伤肾阴，脾、肾相互影响

而发病。 脾肾亏虚为其基本病机，脾肾同治为其治

疗大法。

1.2

心火为要 多年来对糖尿病病机的认识，多源

于上消肺热津伤、中消胃热炽盛、下消肾阴阳亏损。

而杨老认为糖尿病病位在心者亦为多，情志所伤之

心火炽盛也是其病机之一。 《灵枢·五变》云：“其心

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

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

瘅。 ”可见怒伤心，心火上炎则气逆，气逆转为热，可

致糖尿病。 《医宗己任篇·消症》云：“消之为病，一原

于心火炽炎。 ”《证治要诀》云：“消心之病，用心过度

致心火上炎，渴而消。 ”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

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 君相之火得以

抗衡，则可以维持纳取水谷精华，去除体内糟粕的

正常生理功能；君相失衡，则燔灼五脏而令其津液

枯竭。 故杨老强调心火炽盛导致糖尿病有其渊源所

在。

2

对药配伍为常用方法

传统中医药治疗糖尿病以清热润燥、养阴生津

为根本治疗大法，杨世勇教授在“阴虚燥热”及“三

消”论治基础上，突出应用苍术、玄参，黄芪、山药等

中药对药，配伍交泰丸及葛根、丹参、虎杖等单味药

治疗糖尿病。

2.1

润燥相合 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

于胃，“脾者喜燥恶湿”， 糖尿病如一味应用苦寒药

滋阴降火，日久脾胃受损，中焦不运则见气短神疲、

乏力、消瘦等气虚之象。 故补脾益气为要，运化功能

正常则气复阴回。 杨世勇教授选用苍术， 其味苦、

辛，性温，入脾、胃、肝经，功能以燥湿健脾为主，又

可祛风散寒、明目；临床证属脾虚湿滞，郁火内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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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应用。 此所以脾为湿困，精不上输于肺而涣散

于中，亟当以运脾化湿为首务，不可但拘泥于糖尿

病病性之本身，此可谓苍术“敛脾精”之功。 祛湿又

存劫阴之弊，故杨老配伍玄参。 玄参，味甘、苦、咸，

性微寒，归肺、胃、肾经，具有滋阴降火、清热凉血、

泻火解毒之功效。 以玄参之润制苍术之燥，苍术之

燥制玄参之腻，一润一燥，互助为用。

2.2

气阴双补 杨世勇教授治疗糖尿病多重用黄

芪。 黄芪，甘、微温，归肺、脾、肝、肾经。 生品用药，具

有升发之性，既能升阳举陷，用于治疗中气不足、中

气下陷等证，又能温分肉、肥腠理、补肺气、泄阴火。

炙品可补中气、益元气、温三焦、壮脾阳。 杨老提出

糖尿病患者多有气短懒言、 乏力消瘦等气虚之症，

此与前面所述脾虚为本之病因及脾失健运、精气不

升之病机吻合。 故补气健脾尤为重要，黄芪可升脾

散精补中。 张锡纯主张“升元气以止渴”，其糖尿病

方中重用黄芪，便取其助脾气升，散精达肺，统摄下

焦气化之功，并可治小便频数。 山药，味甘，性平，入

肺、脾、胃、肾经。 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滋

肾即养阴，用于脾虚食少，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

下，尿频，虚热消渴。 黄芪配山药，健脾并固肾，气阴

兼顾。 黄芪补气，山药养阴，二药相合，一脾一肾，用

于脾肾不足，中气不升，固摄失权，精微下泄之糖尿

病。

2.3

清心泻火 杨老总结糖尿病患者多伴有心

烦、急躁易怒等症状，反之因情志失调，心火亢盛

引发糖尿病者颇为多见。 心火炽盛于上，常耗伤心

阴，且下及肾水，耗伤肾阴，易致心肾失调。 刘完素

《河间六书·三消论》曰：“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

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身

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

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 ”可见泻心火及补肾水

是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法。 杨老擅于应用交泰丸

于糖尿病治疗中，其黄连、肉桂用量为

10 ∶1

，起到

引热下行、交通心肾的作用，主要以心火亢盛症见

心悸、 心烦不寐或浑身乏力及舌尖红赤为应用指

征。 另肉桂用量要注意考量，杨老用量为

2~3g

，如

果取肉桂温阳则可用至

10g

，量再加大则起活血作

用。 糖尿病之心火炽盛、心肾失调证，其病变重点

在心火炽盛， 临床配伍应用交泰丸可明显改善患

者精神状态。

2.4

清热活血、补气养阴 虎杖、丹参 、葛根为杨

老治疗糖尿病必用药物。 因一药而兼清热、活血、

祛风、化痰、通腑、利尿之长者，虎杖是也。 虎杖其

性微寒，味微苦，归肝、胆、肺经。 取其清糖尿病之

热，效果甚佳。 丹参，入心、脾经，活血通络，清心除

烦，尤善于心火亢盛诸证。 葛根可养阴，升提脾胃

之清阳，与人参合用可加强补气健脾之功。 现代药

理研究发现葛根含黄酮类化合物， 有明显的降血

糖作用

[2]

。

3

病案举隅

高某，男，

31

岁。

2015

年

9

月

12

日初诊。

主诉：口干渴、多饮

3

月余。 患者

3

月前查空腹

血糖

14mmol/L

， 后诊断为

2

型糖尿病， 予诺和平

12U/d

皮下注射。

1

月前联合阿卡波糖片 （拜糖平）

50mg

，每日

3

次餐中嚼服，血糖控制欠佳，空腹血糖

9.6mmol/L

，餐后

2h

血糖

15.8mmol/L

，故来诊。 刻下：

口干渴，乏力，活动后汗出，心慌，烦躁，纳食可，夜

寐多梦易醒，二便调，舌红，尖略赤、苔薄黄，稍腻，

脉略沉而细。 中医诊断：消渴（气阴两虚、心火亢

盛）；西医诊断：糖尿病。 治以益气养阴、清心泻火。

处方：

黄芪

50g

，山药

40g

，玄参

15g

，苍术

15g

，天花粉

25g

，黄连

10g

，肉桂

2g

，丹参

20g

，太子参

30g

，粉葛

30g

，山茱萸

40g

，五味子

15g

，石斛

15g

，甘草

10g

，虎

杖

20g

，白术

30g

。

7

剂，水煎服，日

1

剂，早晚分服。

2015

年

10

月

21

日二诊：患者口干、心烦症状明

显缓解，效不更方，杨老减少其诺和平用量至

8U/d

，

嘱患者餐后适量运动。

2016

年

1

月

9

日三诊：患者稍觉口干，汗出减

半，乏力消失，睡眠好转，予停用胰岛素，处方调整

为：黄芪

80g

，山药

80g

，玄参

40g

，苍术

40g

，太子参

80g

，虎杖

60g

，玉竹

40g

，天花粉

60g

。 诸药共研为

末，分

25

份，每份为

1

日用量，每日

3

次水冲服。

2016

年

3

月

5

日四诊： 患者诸症明显好转，血

糖控制较理想，继服前方。

按：该患者为青年男性，新发糖尿病患者，初期

肺胃阴伤，日久燥热内结，心火亢盛则见诸症。 杨老

选用黄芪配山药，此为补脾益肾法，用于脾肾不足，

中气不升诸症； 玄参配苍术以玄参之润制苍术之

燥，苍术之燥制玄参之腻，互助为用。 患者心烦、易

怒、多梦易醒，应用交泰丸起到引热下行、交通心肾

作用。 结合患者整体病机，辨证论治加用太子参、丹

参、虎杖、白术、石斛、五味子、葛根等药。 养阴一般

应用西洋参为佳， 但考虑价格昂贵改用太子参；热

象不重，则玄参少用，

10g

即可。 杨老临证常考虑患

者实际情况，如此案用中药粉剂口服亦可收效。

（下转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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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诊（

4

月

22

日）：患者自觉服药后症状明显缓

解，尤以肋下胀痛减轻为甚，心情较前开朗，抑郁症

状减轻，睡眠质量改善，未诉多梦、入眠困难等，但

自觉少有口干，时神疲乏力，稍有腰痛，胃中嘈杂，

食欲一般，大便尚调，小便可。 舌淡红、苔薄腻，脉稍

弦细。 方已中病，药证相符，上方加用黄芪

12g

、麦冬

12g

、石斛

9g

、菟丝子

15g

、枸杞子

15g

、炒薏苡仁

24g

，改焦三仙（各）

30g

。 水煎。 日

1

剂分早晚

2

次温

服。 继用

14

剂，并嘱加强体育锻炼。

三诊（

5

月

6

日）：服药平妥，焦虑症状进一步缓

解，进食后未再有胃中嘈杂泛酸，食欲状况有明显

改善，失眠完全缓解，二便可，腰膝酸软较前缓解，

体力提升，舌淡红、苔稍薄白、舌下络脉少有迂曲，

脉弦细。 嘱继用

14

剂，并嘱加强体育锻炼。

至

2016

年

10

月

2

日先后就诊

14

次，共进

145

剂，服药平妥，自觉症状明显缓解，偶见肋下胀痛，

平素情绪抑郁、焦虑状况明显改善 ，纳眠可，二便

可，体力可，体重上升

4kg

余。 舌淡红、苔薄白、舌下

络脉少见迂曲，脉细稍弦。

2016

年

9

月

25

日复查肿

瘤标志物示 ：

CA125 18.31U/mL

，

CEA 3.32ng/mL

，

CA153 10.12U/mL

；乳腺彩超示：右乳缺如，右腋窝

下淋巴结（

-

）。 处方：柴胡

24g

，清半夏

9g

，陈皮

12g

，

白芍

15g

，穿山甲

6g

，白花蛇舌草

24g

，猫爪草

12g

，

炒白术

15g

，乌药

12g

，枳壳

12g

，漏芦

15g

，蒲公英

15g

，煅龙牡（各）

15g

，焦三仙（各）

21g

，甘草

6g

，枸杞

子

15g

，菟丝子

15g

。 上方制成水丸，温水送服。

嘱患者定期复查，

2016

年

12

月随访，患者焦虑

状态已完全缓解，精神状态自觉较常人无异，家属

等均对治疗效果满意，未诉其他特殊不适。

按语：本病当属中医学“郁症”范畴，辨证属肝

气郁滞。 患者年过半百，冲任失养，肝气郁结，附加

常年因家庭矛盾心情抑郁不舒，闷闷不乐，确诊乳

腺癌使其心理负担增加， 抑郁加重。 早在南宋时

期，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便记载了乳腺癌

的病因，其认为“此属肝脾郁怒，气血亏损”所成。

故肝气不舒， 使患者经常自觉胁肋钝痛， 痛无定

处；而频繁的情绪失调，使气血周流失度 ，肝失调

达 ，气机不畅 ，升降失常 ，日久郁结患处 ，发为乳

岩；再加络脉气血失和，抑脾犯胃，由气及血，由实

转虚，病损及肾，加重肿瘤相关性抑郁诸证，症见

患者烦躁不堪，焦虑加重。 故疏肝解郁为其治疗大

法。 同时，焦老不忘患者乳岩为痰浊、血瘀、热毒共

同的病理产物，在施治过程中又配伍清热解毒、消

痈散结之品，如漏芦配公英，攻补兼施，共奏解毒

散结通乳之功效。 患者久病体虚，气血失养，故焦

老还坚持扶正祛邪为总体治疗原则， 强调扶正不

留邪，祛邪不伤正，疏肝解郁、调解冲任的同时重

用白术、炒薏苡仁等健脾益气，以强后天之本，枸

杞、菟丝子等平补肝肾以益先天之本，攻补兼施 ，

标本同治。

第一作者：刘宗凯（

1991

—），男，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通讯作者：李秀荣，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

究生导师。

441872902@qq.com

收稿日期：

2017-04-14

编辑：傅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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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勇教授谨遵中医“辨证论治”原则 ，认为

糖尿病应区别分析不同患者症候特点， 以是证用

其药， 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个体化治疗思

想。 杨老认为糖尿病病机是以阴虚燥热为基础，

但脾肾不足、 心火炽盛仍占主导地位。 临证应用

苍术配玄参 ，黄芪配山药 ，及葛根 、丹参 、虎杖等

单味药治疗糖尿病， 针对心火炽盛者应用交泰丸

配伍，疗效显著。 同时，杨老非常注重非药物疗法

的应用，对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情绪、劳逸等因素

均加以指导，尤其对情志调节用语颇多。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

中医药人教发

[2014]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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