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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呈现不

断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糖尿病中糖尿病肾病达 47.7%[1]。
糖尿病肾病是由于糖代谢异常引起的微血管病变，可引起肾小

球硬化，也是终末期肾脏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医

药防治糖尿病肾病取得了一定成绩，显示了中医药治疗该病的

优势。本院以益气养阴活血方治疗糖尿病肾病(气阴两虚夹瘀

型)，收到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本院

糖尿病肾病患者，共 92 例。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46 例。对

照组男 27 例，女 19 例；年龄 43～76 岁，平均(54.6±3.5)

岁；病程 3～15 年，平均(7.2±4.1)年。观察组男 28 例，女

18 例；年龄 45～75 岁，平均(53.4±4.2)岁；病程 2～14 年，

平均(6.8±4.5)年。2 组年龄、性别、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均符合《内科学》 [2]糖尿病肾病诊断标准。有

糖尿病症状(体重下降、多饮、多尿、皮肤瘙痒等)；空腹血

糖≥7.0 mmol/L 或葡萄糖负荷后 2h 血糖≥11.1 mmol/L。尿

白蛋白排泄率连续 3 次检测均高于正常水平，连续 2 次以上

尿蛋白＞0.5 g/24 h。
1.3 中医辨证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3]，辨证为气

阴两虚夹瘀型。

2 治疗方法

均给予临床常规处理，包括患者健康教育，饮食方面的护

理，患者降血糖等药物治疗，对于有高血压或其他症状患者，

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
2.1 对照组 给予厄贝沙坦(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H20073595)治疗，每次 0.15 g，每天 1 次，口服。
2.2 观察组 给予益气养阴活血方治疗。组成：黄芪 30 g，

枸杞子、山药、生地黄、麦冬、葛根、当归各 15 g，三七、
地龙各 10 g，桂枝 6 g。肝阳上亢者加天麻 10 g，钩藤 15 g；

若有浮肿者，加大腹皮、泽兰各 15 g；若盗汗者，加麻黄根

15 g，浮小麦 25 g；若便秘者，加麻子仁、郁李仁各 15 g；

阴虚内热者，加黄柏、知母各 15 g。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早晚口服。
2 组患者均以 8 周为 1 疗程，治疗 1 疗程评价疗效。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2 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

白、尿微量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密度

脂蛋白的变化情况，将其详细记录并进行统计分析。
3.2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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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显效：临床症状显著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以上；

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证候积分减少≥30%，但小于

70%；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证候积分减少

小于 30%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总有效率观察组 91.3%，

对照组 71.7%，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4.3 2组治疗后空腹血糖、餐后 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尿
微量蛋白比较 见表 2。治疗后观察组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尿微量蛋白，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

表 2 2 组治疗后空腹血糖、餐后 2h 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及尿微量蛋白比较(x±s)

4.4 2组治疗后血脂指标比较 见表 3。治疗后观察组胆固

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3 2 组治疗后血脂指标比较(x±s) mmol/L

5 讨论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以蛋

白尿、水肿等为主要的临床症状。该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

糖尿病肾病会对患者的肾功能造成破坏，若不及时治疗将会引

起肾功衰竭，威胁其生命安全。迄今，糖尿病肾病仍无完全根

治的办法，目前对其的治疗主要以改善症状，缓解病情，保护

患者肾功能为主。
糖尿病肾病归属于中医学消渴、水肿等范畴。气阴两虚夹

瘀型是临床常见类型，中医学认为其病机为气阴两虚、血瘀湿

浊，气虚则血运无力，阴虚则血液运行不畅，从而导致肾虚血

瘀，肾虚则不藏精，则出现蛋白尿[5～6]。治疗应以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为主。益气养阴活血方中黄芪补气固表，利尿排毒；

山药有滋阴补肾、益脾的功效，据药理研究表明山药可降低糖

尿病鼠血糖，保护肾脏；麦冬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作用；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葛根有生津止渴、补肾健脾功效；

枸杞子滋补肝肾；当归活血补血；三七活血化瘀；地龙活血化

瘀、凉血养血。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的功效。
本观察表明，总有效率观察组 91.3%，对照组 71.7%，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观察组空腹血

糖、餐后 2h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尿微量蛋白，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观察组胆固醇、甘

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密度脂蛋白比较，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益气养阴活血方治疗糖尿

病肾病临床疗效显著，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血脂、尿

微量蛋白等实验室指标，延缓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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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n
46

46

显效

34(73.9)

21(45.7)

7.55

0.0060

有效

10(21.7)

12(26.1)

0.23

0.6268

无效

2(4.3)

13(28.3)

9.00

0.0027

总有效

42(91.3)

33(71.7)

9.00

0.0027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n

46

46

空腹血糖

(mmol/L)

6.42±0.62

7.38±0.73

6.79

0.0000

餐后 2h 血糖

(mmol/L)

8.86±0.78

9.79±0.85

5.46

0.0000

糖化血红蛋白

(%)

6.21±0.45

7.52±0.58

12.10

0.0000

尿微量蛋白

(mg/L)

152.72±66.3

286.58±85.68

8.38

0.0000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n
46

46

胆固醇

4.85±0.43

5.62±0.52

7.73

0.0000

甘油三酯

1.52±0.21

2.13±0.63

6.23

0.0000

低密度脂蛋白

2.53±0.23

3.18±0.54

7.51

0.0000

高密度脂蛋白

1.46±0.13

1.13±0.10

13.64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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