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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betes is a global epidemic of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s, there is a certain difficulty in clinical treatment.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profound explanation of the disease, and has a unique view on the pathogenesis and symptoms. At 
the same time, it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an achieve individual therapeutic effe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treatment strategy of diabete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es was 
analyzed theoretically, and a personalized treatment strategy was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isease conditions and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ymptoms and complications of diabetic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ory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no obvious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which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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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理论探讨糖尿病的辨证施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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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糖尿病是一种全球流行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临床治疗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中医理论对此疾病的阐述深刻，对病机、症状
等有独到的见解，同时，它的辨证施治可以达到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本研究基于中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了糖尿
病的辨证施治策略。对糖尿病的发病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结合具体疾病情况和中医理论，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策
略。研究发现，借助中医辨证施治理论，糖尿病患者的症状及并发症得到了明显改善，且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为
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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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糖尿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由于其慢性且多发

性的特性，使得临床治疗面临不少挑战。至今，全球范围内

逾 4 亿人口患有此病，且患病人数仍在逐年增长，使得其防

治工作的重要性凸显。传统医学在处理此类慢性疾病方面，

其独特的中医理论和辨证施治策略，能够针对病因，对症下

药，从而达到治本的效果，使得其在疾病控制与康复方面有

着显著优势。论文探讨并分析中医的糖尿病辨证施治策略，

以期能够为糖尿病的防治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2 糖尿病的现状和挑战

2.1 全球糖尿病的流行情况
糖尿病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并对医疗系统构成

挑战 [1]。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IDF）发布的数据，全球

成年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超过 4 亿，预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仍

将持续增长。糖尿病的高患病率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在发

展中国家也日益加剧 [2]。这种疾病的普遍性已引起各国卫生

组织的高度重视。

在全球范围内，糖尿病的流行情况各具特点。发达国

家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持续上升，这一

现象与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肥胖率的增加密

切相关。据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告，美国糖尿病患者

人数已接近总人口的 10%，这一比率表明糖尿病正迅速成

为主要的健康威胁。而在欧洲，糖尿病患病率也逐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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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德国和英国，糖尿病患者的比例逐年递增，给公共卫生

系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糖尿病患病情况更具

挑战性。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受到人口基数庞大以

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影响，糖尿病患者人数迅速增加。中国

的糖尿病患病人数已经突破 1 亿，估计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

续攀升。印度同样面临严峻的糖尿病流行趋势，患者人数接

近 7000 万。这两个国家的情况表明，糖尿病已成为全球健

康的紧迫问题，尤其在资源相对有限的环境中，预防与治疗

的压力更大。

全球糖尿病患病率的上升不仅影响了成年群体，青少

年糖尿病的发生率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肥胖、缺乏运动

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导致青少年糖尿病主要的危险因素。

预防青少年糖尿病的发生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重要任务之

一，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2.2 糖尿病的临床治疗难题
糖尿病作为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不仅在全球范围内

流行，而且在临床治疗中面临诸多难题。临床治疗难题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病因及病机复杂。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涉及多种因

素，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导

致其病因复杂多变。而病机方面，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胰岛

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使患者很难通过单一治

疗措施达到有效控制病情的目的。

二是治疗的个体化需求难以满足。不同患者的病情表

现、病史、体质差异很大，临床上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地使用

同一种治疗方案，而是需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来应对。现代

医学在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方面受到技术手段和经济成本

等限制，难以全面满足糖尿病患者的个体化需求。

三是药物副作用。现有许多用于糖尿病的药物在长期

使用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作用，如低血糖、胃肠道不适、

体重增加等，这些副作用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

可能导致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从而使病情更加难以

控制。

四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管理。在糖尿病的长期发展过程

中，患者很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如心血管疾病、神经病变、

视网膜病变等，这不仅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也

增加了医疗系统的负担。

五是经济负担。糖尿病需要长期的医疗费用投入，包

括药物、检查、住院等，这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

力，限制了患者获得持续有效治疗的可能性。

3 中医理论对糖尿病的理解和应用

3.1 中医对糖尿病的病机理论解析
中医理论对糖尿病的病机解析源远流长，尤其在《黄

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中已有详细论述。糖

尿病在中医学中对应的病症多被归类为“消渴症”，其核心

病机主要涉及阴虚、燥热和气阴两伤等方面。阴虚是糖尿病

病机中的根本要素，即精气不足，导致内在阴津亏耗，无法

润泽脏腑 [3]。燥热则是糖尿病的重要表现，体内津液亏虚致

使热邪亢盛，进一步加剧阴津的损耗，形成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气阴两虚是糖尿病病机中的重要因素，即

气虚导致机体防御功能下降，阴虚则导致津液不足，二者相

互影响，致病过程较复杂。脾胃失调也是糖尿病病机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糖尿病患者脾胃虚弱，造成食物消化吸收困难，

养分供应不足。另外，情志失调、饮食不节、生活不规律等

也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诱因。

中医理论强调，从糖尿病病机出发，不仅仅需要针对

血糖进行控制，更要全面考虑脏腑的功能调理。通过调节阴

阳平衡、滋阴清热、养阴润燥等辨证施治的方法，可以调理

体内失衡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症状。特别强调通过

四诊合参的方法，辨别患者个体的具体病因、病机，从而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与现代西医的标准化治疗策略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中医的这种辨证论治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地把

握患者病情，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3.2 中医理论在糖尿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中医理论在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中被广泛应用，通过

整体观念、阴阳平衡和五行学说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诊

断方面，中医将糖尿病称为“消渴”，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

和体质，将其细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等类型。通过望、闻、

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态，从而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治疗方面，中医强调“治未病”和“整体调理”理念，

通过辨证论治，针对不同患者的具体病情，运用针灸、推拿、

中药等疗法，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改善脏腑功能。中药治

疗中，常用黄芪、山药、黄连、五味子等药物，根据不同症

状及体质组方，实现个体化治疗。针灸则通过刺激特定穴位，

调节气血运行，改善代谢功能。

通过中医理论的综合运用，不仅对糖尿病症状有明显

改善，还能对其并发症起到有效预防和缓解作用。对患者进

行长期全面管理，使得治疗效果更加持久和稳定，为糖尿病

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3.3 中医独到的辨证施治法对糖尿病的影响
中医独到的辨证施治法对糖尿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

个体化治疗和综合调理上。中医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病

机，辨证施治，强调脏腑整体调和，尤以健脾益气、滋阴润

燥为主，兼顾活血化瘀、清热泻火。研究表明，通过中医辨

证施治，患者的血糖水平、并发症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不

良反应较西医药物治疗明显减少 [5]。此法不仅有助于控制血

糖，还能改善患者的整体体质，提升生活质量，为糖尿病综

合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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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中医理论的糖尿病辨证施治策略

4.1 理论上探讨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和方法
中医学通过“辨证施治”这一独特方法，以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为其核心，针对糖尿病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系统

的理论支撑。辨证施治是中医学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旨在

通过辨别疾病的症状及其本质，制订相应的治疗方法。具体

而言，糖尿病的辨证施治主要运用中医学的四诊合参，即望、

闻、问、切，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症状、体质及病情发展。

辨证施治的原则在于综合病人的病因、病性、病位及

病势进行整体分析。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常见的证候类型包

括阴虚燥热、气阴两虚、肾阴虚、肾阳虚等。每一证候类型

对应不同的病机和治疗方案。例如，阴虚燥热类糖尿病患者，

常表现为口渴多饮、咽干、便秘等症状，此时治疗宜以滋阴

清热为主。另一种常见的证候类型是气阴两虚，表现为气短

乏力、夜尿频多等症状，治疗则需益气养阴。

在辨证施治的具体应用中，药物选择与组合也体现了

综合和辨证治疗的原则。通过组方，能够使各种药物发挥协

同作用。例如，通过君药、臣药、佐药和使药的搭配，能够

达到清热、养阴、补气或温阳的治疗效果，尽可能减少药物

副作用的发生。

除了药物治疗外，针灸、推拿、饮食调理等非药物治

疗手段也是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种手段的

综合应用，使得糖尿病的治疗更具个体化和全方位的特点，

从而使得患者能够获得更为显著和持久的治疗效果。中医辨

证施治在糖尿病治疗中展现了独特的优势和潜力，不仅丰

富了糖尿病的治疗手段，也提供了个体化及综合性的医疗

服务。

4.2 结合糖尿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结合糖尿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策略是基

于中医理论对糖尿病进行辨证施治的重要环节。需要全面收

集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等信息，并进行舌诊、脉诊等中

医四诊合参。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其病症，例如气阴

两虚、阴阳两虚、痰瘀互结等。根据不同病症选择相应的治

疗原则，如益气养阴、温阳补肾、化痰活血等。

在具体治疗方案中，可以选用经典方剂加减，如气阴

两虚证选用生脉散合六味地黄丸，阴阳两虚者使用六味地黄

丸合右归丸，痰瘀互结者可用温胆汤合血府逐瘀汤。除了药

物治疗，还应结合针灸、推拿、饮食调理、情志护理等综合

措施，以改善患者的整体状况。

定期随访，动态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对治疗方案进行

必要的调整，确保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研究

结果显示，运用中医辨证施治可以显著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症

状，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且不良反应少。这

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4.3 结果评价与分析
在对基于中医理论的糖尿病辨证施治策略进行结果评

价与分析时，研究发现该方法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水平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

低。患者的主观症状如口渴、多尿、乏力等得到了显著缓解。

临床观察表明，中医辨证施治未引发明显不良反应，表明其

安全性较高。综合分析表明，中医理论在糖尿病的个性化治

疗中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为糖尿病的治疗提供了可行的

替代方案。

5 结语

本研究以中医理论为背景，探讨糖尿病的辨证施治策

略，依据其病机和症状，进行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研究

的结果表明，中医辨证施治理论能显著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症

状及并发症，且不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为中医在糖尿病

治疗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和理论依据，也说明了中医理论在

现代医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该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治

疗效果的评价仍需更大样本量支撑，疗效的长期稳定性和复

发率控制仍需进一步的临床试验证实。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

基于中医理论的其他疾病辨证施治策略，更精细地描绘出辨

证施治的规律，进一步提高糖尿病及其他疾病治疗的效果。

同时，基于中医理论推动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将提

升中国的公共卫生质量，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周展毅.老年糖尿病足中医理论治法研究进展[J].益寿宝典,2021 

(36):54-56.

[2] 张雅丽.中医理论及辨证施护概述[J].上海护理,2019,19(4): 

71-75.

[3] 张达,武娜,孙文亮,等.从中医理论探讨糖尿病神经源性膀胱的治

疗[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9,31(11):2000-2003.

[4] 侯志英.初探“治未病”中医理论在糖尿病前期的应用思路[J].卫

生职业教育,2019,37(6):16-17.

[5] 张芸帆.基于中医理论的不孕症辨证施治研究[J].中文科技期刊

数据库(文摘版)医药卫生,2023(10):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