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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循环障碍往往贯穿糖尿病的始终
,

因而活血化痕法的

应用
,

也应该贯穿于糖尿病的治疗
。

笔者将活血化痕法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理论及临床研究进展
,

概述如下
。

1 理论研究

中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始于 《黄帝内经》
,

其中记载的
“

消渴
” 、 “

消痒
” 、 “

脾痒
”

等病与现代糖尿病相似
,

现代医

家也多以这几个病论治糖尿病
。

懂帝内缈 中明确记载了血

痕是导致消渴病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
,

如 《灵枢
·

五变》 曰 :

“

其心刚
,

刚则多怒
,

怒则气上逆
,

胸中蓄积
,

血气逆留
,

髓

皮充肌
,

血脉不行
,

转而为热
,

热则消肌肤
,

故为消痒
” ,

明

确提出血痕于体内
,

痕而化热
,

导致消渴病的发生
。

糯门事
亲》 中也有论述 :

“

内有痕血
,

则气为血阻 … …是以发渴
。 ”

表明血痕于内
,

阻遏气机
,

导致水津不升
,

进而出现消渴的症

状
。

中医学理论认为血痕与消渴的关系密切
,

不仅血痕可以导

致消渴的发生
,

而消渴日久以后
,

也会导致血痕的发生
。

此两

者互为因果
,

相互作用
,

形成恶性循环
,

使病情不断恶化
。

因

此在治疗消渴的过程中
,

需时时运用活血化痕的治法
,

以疏通

血脉
。

2 现代实验及临床研究

中医学所说的血痕
,

与现代医学血液钻度增加
、

血液高凝

状态
、

微循环障碍等类似
。

以上这些病理变化在糖尿病的发生

与发展过程中
,

经常可以被发现
,

因此
,

现代研究为消渴和血

痕的关系
,

以及活血化痕法的应用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

2
.

1 胰岛局部循环障碍与胰岛功能及胰岛素分泌 糖尿病的

发生与胰岛密切相关
,

因为胰岛分泌的胰岛素是体内唯一一个

具有降低血糖作用的激素
。

然而
,

胰岛分泌胰岛素
,

不 X1 需要

正常健康的 日细胞功能
,

同时还需要丰富的微循环血供 !,叽

胰腺中
,

胰岛体积仅占约 1% 田%
,

而胰岛毛细血管密度与外

分泌腺相比
,

增加了近 5 倍
,

使其血流量占整个胰腺的 10 %

田 0% 日明 。

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为胰岛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营

养物质供应
,

使其对体内血糖的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
。

只有这

样
,

在受到血糖刺激时
,

胰岛才能及时释放胰岛素入血
,

并迅

速运送至胰岛素靶器官
,

促进葡萄糖的利用
,

从而起到调节血

糖稳态的作用 5[ 围 。

若胰岛微血管生成障碍
,

则胰岛局部微循

环灌流不足
,

可能导致胰岛素分泌障碍
。

如 Kos t or m ian E 等日

的研究发现
,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 3( S下A下3) 通过调节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 A洲EG异 )A 的表达
,

而对胰岛微血管网络的形

成起重要作用
,

在 S下A下3 基因敲除小鼠体内
,

胰岛微血管床

明显减少
、

微血管密度降低
、

胰岛形态发生改变
,

并表现出糖

耐量受损
,

同时
,

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也受损
。

但是
,

此

种小鼠的骨骼肌
、

肝脏等胰岛素靶器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均无

变化
。

而离体胰岛细胞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与正常对照组

无明显差异
。

因此即使胰岛 p 细胞功能并无异常
,

但若胰岛

微循环障碍
,

也会引起糖耐量受损和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

减少四 。

丫au n L 等 9[ 团 06] 勺研究发现
,

血管紧张素 2 (A C E2) 缺乏

的动物体内
,

高脂饮食造成 V EG异 A 表达下调
,

导致胰岛微

血管生成减少
,

引起 p 细胞功能损伤及凋亡
,

并形成恶性循

环
。

从以上研究的结果中可以得出结论 : 即使 p 细胞功能正

常
,

如果没有胰岛局部微循环的支持
,

同样可能出现胰岛素分

泌不足
,

糖耐量受损的现象
。

因此
,

胰岛局部微循环环境对于

胰岛功能
、

胰岛素分泌等具有重要意义
。

2
.

2 胰岛素靶器官局部循环障碍与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

是指靶器官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
,

胰岛素信号转导障碍
。

然

而
,

无论靶器官胰岛素信号转导是否畅通
,

胰岛素若要发挥作

用
,

首先必须被转运至局部并作用于靶细胞
。

若胰岛素的转

运发生延迟
,

必然会影响其发挥作用
,

并最终导致胰岛素抵

抗 口, ]。 而在胰岛素转运至靶器官的过程中
,

局部血流的畅通与

否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如在骨骼肌
,

胰岛素只有先从循环

血液中转运到骨骼肌组织间隙后
,

才能作用于骨骼肌细胞
,

因

此
,

骨骼肌微循环灌流决定了胰岛素是否能正常转运至骨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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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隙
,

并进一步对其发挥的作用造成影响 ! , 2 团习。

有研究表

明
,

月夷岛素本身就能够增加骨骼肌微循环灌流
,

而促进自身转

运至骨骼肌间隙发挥作用 14[]
。

在肥胖患者体内
,

胰岛素此种作

用受到抑制
,

从而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 15[]
。

近年来
,

对骨骼

肌微循环肾素
一

血管紧张素系统 (RA S )的研究也表明
,

抑制具

有收缩血管作用的血管紧张素 11 1 型受体 (A IT )R活性
,

使骨骼

肌微循环灌流量大幅增加后
,

骨骼肌葡萄糖及胰岛素的摄取量

显著增加
,

明显改善由脂肪乳剂注射诱导的大鼠胰岛素抵抗
,

但是
,

若同时阻断具有舒张血管作用的血管紧张素 11 2 型受体

(A下Z )R 活性
,

则上述增加骨骼肌葡萄糖及胰岛素摄取量的作用

明显被抑制阴
。

以上各研究足以表明
,

胰岛素靶组织局部微循

环的畅通对胰岛素的摄取和葡萄糖的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从以

上的研究结论不难看出
,

血痕这一病理变化广泛存在于胰岛素

抵抗的病理过程中
,

因此
,

在运用中药治疗胰岛素抵抗时
,

活

血法的应用也很重要
。

以上文献不难看出
,

全身血液循环障碍是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病理过程
,

所以
,

在运用中医药治疗

时
,

正确应用活血化痕法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

如本课题组

前期研究发现
,

运用具有活血作用的方药活血降糖饮治疗 2

型糖尿病大鼠 5 周后
,

空腹血糖
、

血脂明显降低
,

胰岛素敏

感指数升高
,

血浆过氧化脂质水平降低
,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升高
。

3 糖尿病血痕证的辨证论治

治疗上
,

中医治疗疾病讲究辨证论治
,

由于糖尿病发病的

病因病机复杂
,

血痕证有可能是主要证候
,

也有可能只是其中

一个兼夹证
,

因此
,

明确辨证后
,

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证治疗
。

l隋床上用于糖尿病血痕证的主要治法包括以下几个
。

3
.

1 活血化癖法 适用于以血痕证为主的糖尿病患者
,

其症

见 : 月支体麻木
,

疼痛
,

肌肤甲错
,

口唇紫暗
,

面色晦暗
,

健忘

I
臼睡

,

心烦失眠
,

舌紫暗
、

有痕斑
、

舌下脉络青紫迂曲
,

脉

弦
,

或沉涩
。

名老中医祝堪予教授观察 3 0 例糖尿病患者
,

发

现均有舌紫暗
、

或有痕点
、

痕斑者
,

并且发现对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的患者
,

用活血化痕法治疗时
,

首先是血糖下降
,

尿糖转

阴 ; 据此
,

他根据患者面色晦暗
,

两颊散在赤丝等
,

辨证为血

痕证
,

应用具有活血化痕作用的方药隔下逐痕汤 (生黄芭
、

天

花粉
、

茵陈各一两
,

玄参八钱
,

山药
、

苍术
、

丹参各五钱
,

川

茸
、

赤芍
、

白芍
、

当归
、

桃仁
、

五灵脂
、

香附
、

积壳
、

红花
、

没药
、

玉竹各三钱 )
,

治疗糖尿病获得满意疗效
,

通过 4 月的

治疗
,

患者症状明显减轻
,

空腹血糖降低
,

24 h 尿糖定量阴

性网
。

在治疗糖尿病并发症方面
,

活血化痕法的应用也有很好

疗效
,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应用基础治疗加自拟活血通络方 (处

方 : 黄芭
、

鸡血藤
、

白芍各 3 0 9
,

当归 巧 g
,

赤芍
、

桃仁
、

红花
、

生地黄
、

桂枝各 10 9) 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

以基

础治疗加弥可保作为对照
,

治疗 8 周后
,

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

有效率达 9 3
.

0 %
,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73
.

8% (P < 0
.

0 5)
,

尺神

经
、

排总神经
、

排肠神经传导速度明显加快
,

优于对照组 (P <

0
.

0 5 ) [
,困 。

中药治疗糖尿病并发症不仅可以内服
,

还可以外用
,

也能

取得不错疗效
,

本课题组应用基础治疗加温经通络熏洗方 (处

方 : 当归
、

桃仁
、

红花
、

川牛膝
、

威灵仙
、

桂枝各 2 0 9
,

鸡

血藤 3 0 9
,

花椒 5 9) 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

以基础治疗

加 口服弥可保为对照组
,

治疗 2 月后
,

患者症状明显改善
,

总有效率达 9 2
.

5%
,

优于对照组的 7 5
.

0% (P < 0
.

0 5)
,

患者红

细胞醛糖还原酶降低
、

红细胞 N+a
一

+K
一

A下p 酶活性升高
,

疗

效均优于对照组 19[]
。

3
.

2 清热活血法 部分糖尿病的发病是由于胃热灼伤津液
,

产生阴虚燥热而致病
,

热邪煎熬血液
,

导致血液浓缩
,

钻稠
,

影响血行
,

形成痕血
。

此类患者可用清热活血法治疗
,

常用方

剂有黄连丸
、

玉女煎等加活血化痕中药
。

陈宽生 0R] 应用清热活

血法 (处方 : 白花蛇舌草
、

益母草各 3 0 9
,

蒲公英
、

麦门冬各

2 0 9
,

知母
、

黄柏
、

生大黄
、

赤芍
、

泽兰各 10 9
,

车前子
、

川牛膝
、

山药
、

土袂菩各 15 9
,

生地黄 18 9) 治疗 2 型糖尿病

患者
,

3 0 天为 1 疗程
,

患者症 状较治疗 前明显改善 (P <

0
.

0 5)
,

总有效率达 8 8
.

2 %
。

3
.

3 益气养阴 活血法 益气养阴活血法适用于糖尿病气阴两

虚兼有痕血的患者
,

糖尿病日久
,

易导致气阴两虚
,

气虚推动

无力
,

导致血行不畅
,

阴虚津液匾乏
,

津亏则血少
,

易产生血

痕证
,

常选用生脉散
、

七味白术散加活血化痕药物治疗
。

本课

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

应用自拟益气养阴活血方剂活血降糖饮

(处方 : 黄芭
、

丹参
、

太子参各 3 0 9
,

生地黄 20 9
,

五味子
、

麦冬各 巧 g
,

淮山
、

牡丹皮
、

川红花各 12 9
,

黄精 巧 g
,

大

黄 16 9
,

桃仁 1 0 9) 治疗 2 型糖尿病
,

治疗 5 周后
,

患者临床

症状明显减轻
,

血糖
、

血脂
、

全血钻度
、

红细胞聚集指数等反

映血液流变学的指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P < 0
.

01 尹气

3
.

4 化疾活血法 现代 2 型糖尿病患者体型肥胖者较多
,

胖

人多痰湿
,

痰湿容易阻碍气机运行
,

气滞则血停
。

另外
,

痰湿

久聚容易化火
,

播灼津血
,

导致津亏血少
,

血液运行不畅
,

引

起血痕
。

此证患者宜使用化痰活血法治疗
,

常选用参菩白术

散
、

二陈汤等加活血化痕药物治疗
。

冯建华等 2R] 采用胰苏灵方

(处方 : 黄芭
、

瓜萎
、

益母草
、

荔枝核各 3 0 9
,

袂菩
、

丹参
、

炒白术各 巧 g
,

制半夏
、

佩兰
、

红花各 9 9) 治疗 2 型糖尿病
,

以二甲双肌为对照组
,

治疗 8 周后
,

患者症状改善明显
,

总

有效率达 86
.

7%
,

优于对照组的 7 0% (P < 0
.

01 )
,

空腹血糖
、

餐后 Z h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均明显降低
,

胰岛素抵抗指数降

低
、

敏感性增高
,

全血钻度降低
,

纤维蛋白原降低
,

效果优于

对照组 (P < 0
.

01 )
。

4 结语

由以上各实验及临床数据不难看出
,

中西医理论表述虽不

一样
,

但是对于糖尿病和血痕关系的认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

都认为血痕— 即血液循环障碍这一病理过程广泛存在于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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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
,

因此
,

临床上应用中医药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时
,

需要灵活运用活血化痕法
,

方能取

得较好疗效
。

不足之处在于
,

活血化痕法应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实验研究

仍不够深入
,

多是停留于一些表面症状的改善
,

而没有深入探

讨其药理机制
,

如活血化痕中药改善局部微循环和机制的文献

仍较少
,

今后应深入开展活血化痕法治疗糖尿病
,

改善局部和

整体微循环的机制这一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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