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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对糖尿病肾病

肾报害实脸指标 的影响
“

口 吕 勇 王亿平 �安徽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 合肥 � !!  ∀#

摘 要
∃ 目的 探讨六味地黄丸对糖尿病 肾损害实验指标的影响

。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方法
,

将符

合标准的 %& 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 ∋( 例
,

口服降糖西药加服六味地黄丸
,

对照组 ∋∀

例
,

单服降糖西药
。

共观察 ∀& 周
,

检测 �∋ ) 尿蛋白定量
、

尿微白蛋白排泄率�∗ +,#
,

尿 −. 一
微球蛋 白

�。
/一01#

、

血一氧化氮 �23 #
,

尿 2 一 乙酞
一
4一氨基葡萄糖普酶�2+ 1 酶 #

、

血 4
5一微球蛋 白�4

5一01 #
,

血

肌醉�67 8# 等肾损害实验指标
。

结果 六味地黄丸治疗组尿 ∗ + ,
,

尿 。 .一01
,

尿 2+ 1 酶
、

血 4
5一01

、

血肌

醉治疗后 均较本组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有明显下降
,

有显著性差异 �9: !
;

!∀ 或 9: !
;

!( #
,

肌醉清除

率�<
7 8
#和尿 23 有明显上升

,

有显著性差异�9:!
;

!( #
。

结论 六味地黄丸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各项 肾损

害实验指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

关键词
∃
糖尿病 肾病 六味地黄丸 肾损害实验指标

糖尿病肾病 �= 2 #是糖尿病较为常见的一种严重

微血管并发症
,

占糖尿病患者死亡率的 &! >
,

缺乏针

对性防治药物
。

目前
,

其发病机理尚未阐明
,

但在发

病早期
,

即有肾损害实验指标的异常
。

本研究观察了

六味地黄丸对糖尿病 肾病肾损 害实验指标 的影响
,

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理
。

一
、

资料与方法

∀
;

临床资料

本组 % & 例患者资料均来 自本 院肾内科 ∀?? % 年

≅ 月一 � ! !  年住院及门诊患者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
,

治疗组 ∋ ( 例
,

男 � ∋ 例
,

女 � ∀ 例 Α 年龄  ( 一(  

岁
;

平 均 ∋ ( ;� 土∀∋; % 岁 Α
病程 ∀ 年 一

�( 年
,

平均 ∀∀
;

! 土

%; � 年 Α 本组中合并高血压者 ∀% 例
,

合并视网膜病变

者 ∀( 例
,

合并植 物神经病变者 ? 例
,

合并周 围神经

病变者 ∀∋ 例
,

合并糖尿病心脏病者  例
。

对照组 ∋∀

例
,

男 � � 例
,

女
、

∀? 例 Α年龄  & Β
&( 岁

,

平均 ∋∋
;

� 士巧
;

≅

岁 Α病程 ∀
;

( 年
一�  年

,

平均 8Χ
;

(土≅
;

? 年 Α本组 中合并

高血压者 ∀≅ 例
,

合并植物神 经病变者 ≅ 例
,

合并周

围神经病变者 ∀& 例
,

合并视 网膜病变者 ∀ 例
,

合并

糖尿病心脏病者  例
。

两组在性别
、

年龄
、

病程及病

情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9Δ !; !( #
,

具有可 比性
。

全

部病例均 系按照 Ε Φ 3 诊断标准确诊 的非胰岛素依

赖型糖尿病患者
,

并符合 0 Χ ΓΗ Ι ϑ
ΗΙ Κ.. 糖尿病肾病诊断

分期标 准
∃
早期糖尿病肾病 ∋ & 例

,

即 & 个 月内至少

连 续 � 次 以上尿微 白蛋 白排 泄 率 �∗ + , # 在 �!
Λ

� ! ! 林Γ
,

并 排除其他 引起 尿蛋 白增加 的因素 Α 临床糖

组稿 日期 ∃ �《Μ拓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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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肾病 ∋ ! 例
,

即 � ∋) 尿蛋 白定量超过 !
;

( ?
,

同样

需排 除其他引起尿蛋 白增加的因素
。

治疗前两组空

腹血糖�ΞΨ6 #均控制在 ϑΘ ΘΧ .Ζ[ 以下
。

�
;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
、

饮食控制和适 量

体 育运动
。

对照组服用降糖西药 �达美康
、

美 比达

等 # Α治疗组在西药控制血糖 的基础上
,

加服六 味地

黄丸 �同仁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 #
,

每次 % 粒
,

每

Ρ 次
。

� 月为 ∀ 疗程
,

全部病例均观察 � 个疗程
。

 
;

观察指标

�∋ ) 尿蛋 白定量
、

血 日
� 一01 测定采用放免分析

法
,

试剂盒 由北京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
。

尿 − .Λ

01 用免疫 比浊法测定
,

仪器及试剂均购于美 国贝克

艾公 司
。

尿 2+1 酶用化学显色终点测定
,

试剂购于

在治疗后第 ∀ 疗程
、

第 � 疗程结束时
,

均较治疗前有

明显改善 �9 : !
;

!(
,

!
;

!∀ #且治疗后至上述两个时间点

时
,

上述  项 指标治疗组 均较 对照组 有改善 �9 :

!
;

! (
,

!
;

! ∀ #
,

见表 �
。

 
;

治疗组患者尿 2+ 1 酶
、

血 45一01 和血 2 Χ 在

治疗后第 . 疗程
、

第 � 疗 程结束时均较治疗前有明

显改善 �9: ! !(
,

!
;

! ∀ #
,

治疗后至上述两个时间点时
,

上述  项指标治疗组均较对照组有改善�9: !; !( #
,

见

表  
。

三
、

讨 论

糖尿病
,

属于中医学消渴范畴
,

病机特点 为肾阴

亏虚为本
,

燥 热内盛为标
,

阴虚燥热 而致变证百 出
。

中医虽无糖尿病肾病之名
,

但从症状来看
,

当属其变

福建三强公司
。

血清 23 采用

硝酸还原酶法测定
。

血肌醉采

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

以上

项 目均 在治疗前及 各疗 程后

测定
。

∋
;

统计学处理方法

数据 用 �又土6# 表 示
,

同组

治疗前后采用配对资料均数 Κ

检验
,

组间差 异采用方 差分

析
,
Κ 检验

,

相关性采用等级相

关分析
。

表 ∀ 两组早期 = 2 治疗前后尿 ς + ,
,

尿 −. 一01
,

77
8
比较�天土6#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

对照组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尿 ∗ + ,�此 .Θ ΣΙ #

&!
;

(土 &
;

∋ &

∋�
;

∀(玖 ∀ � %
Ν 么

  
;

! 士�! ≅(
Ν Ν 也△

& 
;

&� 土�% ?!

(%
;

? 土�(
;

 ∋

(≅
;

? ∀士� 
;

%?

尿 − 二01 �此 耐 #

 &
;

∋ (土�!
;

《巧

� (
;

� %土 ∀(
;

� ∀
Ν △

��
;

≅ ∀土 ∀!
;

(  
Ν Ν △

 ( � ≅土 ∀∀
;

 ∋

 ∋
;

! %土 ∀�
;

 %

� ?
;

& (土%
;

≅  

< Η8
�Θ ∗Ι .ΣΙ #

∀ ∀& %& 士�!
;

! %

∀!  
;

?� 士∀%
;

 ∋
Ν △

?�#
;

∋ ∀上 ∀∋
;

�%
去 Ν △

∀∀ (
;

? ∀士∀?∋ (

∀∀∋
;

�% 士∀≅
;

( &

∀!�
;

 � 土∀% �  

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Ν 9: !; !(
, Ν Ν 9 : !; !∀ Α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9: !; !(
,

△ △9: !; !∀

表 � 两组临床 = 2 治疗前后 �∋) 尿蛋白定 ,
、

血 ϑ7
8 ,

77
∃
比较 �交土6#

组别 例数 � ∋) 尿蛋白定量�昨∋) # 67
8

�卜Θ
Χ

.Ζ[ # <Η 8

�Θ ΞΘ ΣΙ #

治疗组 � !

二
、

结 果

�
;

∋( 土∀
;

 %

∀
;

∀% 土∀
;

� ∀
Ν Ν △

!
;

(� 土∀
;

∀&
Ν Ν △△

;∋�沮;�(一!∀∀
;

早 期 = 2 患者治疗 组

尿 ∗+ ,
,

尿 − .一01 和肌醉清除

率 �<7 8 #在治疗后第 . 疗程和

第 � 疗程结束时
,

均较治疗前

有 明显改善�9: !; !(
,

!; !∀ #
,

且

治疗后至上述两个时间点时
,

上述  项 指标治疗 组 均较对

照组 有改 善 �9 : !
;

! (
,

!
;

! ∀ #
,

见表 ∀
。

�
;

临 床 = 2 患 者治 疗 组

� ∋) 尿蛋 白定量
、

血 6Η 8 和 < Η 8

对照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
;

(& 士.

∀
;

?≅ 土.

∀
;

&�土 .

�∋ ∀
;

� %土��
;

(%

��  
;

( ∀士 ∀?
;

≅ �
Ν △

∀( �
;

 �士� 
;

∋�
Ν Ν △△

� %
;

� %土�!
;

∀(

� &
;

� �土 ∀% &

∀?  
、

∀(士�! ∋?

&(
;

�%土� ∀
;

 (

%(
,

∋≅ 士∀?
;

∋ (
Ν Ν 么

? !  �士�∋
;

�&
Ν Ν △

& �  %土� 
;

%&

≅ ! � %土� ∀
;

%∋

≅ (
;

�%土 ∀%
;

& %

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Ν 9: !; !(

, Ν Ν 9:!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9: !; !(
;

△ △ 9: !; !∀

表  两组治疗前后尿 2+ 1 酶
、

血 仇一01 和血 2 Χ 的比较扭土6#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

对照组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 疗 ∀& 周后

尿 2+ 1 酶�闪[ #

%% ∋士 !
;

∀

≅∋
;

&土� ≅
;

 
Ν △

∋(
;

�士� % ∋ !
Ν Ν △

?�# �土� ≅
;

∀

% ≅
;

( 士� &
;

(

≅∋
;

& 土� ? ∀

血 4二0 1 �Θ ΓΖ[
�

;

≅土 ∀
;

∀

∀
;

?士 ∀
;

!
Ν Ν △

∀
;

� 士 !
;

≅ Ν “△

�
;

%士 ∀
;

�

�
;

∋土 ∀ ∀

∀
;

≅士 ∀
;

�

血 2 3�卜Θ Χ

.Ζ[
(�

;

≅土 ∀&
;

%

&�#
;

%土 ∀≅
;

&
Ν △

≅ ∋
;

� 士 �!
;

 
Ν △

(∋
;

∀土 ∀%
;

∋

(�
;

≅土 ∀%
;

�

创
;

�土 ∀?
;

(

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Ν 9 : !; !(

,
Ν Ν 9: !; !∀ Α 与时照组同期比较

,

△ 9: !; !(

∀ ∀! 〔Ε
3以Ρ 反比二

Η 田泛Ρ ΤΗ 7) Ι= /。幻而ΡΡΗ 8Ι 七以沁
Ι

ΧΥ Τ8 司ΣΚ 必耐 <)Σ ΙΗ ϑΗ 0Η Ρ Σ7Σ ΙΗ
− Ι Ρ 0过Η

、 0Η ΡΣ7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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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一
。

��证治准绳》云
∃ “

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 �经谓

肾消 #
” ,

可以将糖尿病肾病纳人下消范畴
,

而 肾阴亏

虚是下消的主要病机
。

六味地黄丸功能滋阴补肾
,

是

治疗下 消的代表方
,

已应用多年
,

《医学心悟
·

三消》

云 ∃ “

治下消者
,

宜滋其肾
,

兼 补其肺
,

地黄汤
、

生脉散

并主之
” 。

可见应用六味地黄丸治疗糖尿病肾病是有

一定理论和临床实践基础的
。

糖尿病 肾病 �= 2 # 作为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之

一
,

糖
、

脂肪蛋 白的代谢紊乱是 = 2 的重要病理表现
。

毛细血管间肾小球硬化症被认 为是 = 2 发病 的主要

机理
,

同时肾小管间质病变在 = 2 发病早期也起着关

键的作用 ∴�]
。

在本病早期 和临床期
,

有一系列实验室

指标可 以反映肾脏损害情况
。

尿 伪一01 主要反映近

曲小管 的受损及受损程度
,

是一项早期反 映和灵敏

反映肾功能 的指标 ∴ ] Α尿 ∗ + , ⊥ 是 = 2 早期诊断和判

断预后的敏感指标叭<78 作为判断肾小球滤过功能的

敏感指标
,

其早期升高考虑与高血糖状态使 1 ⊥ Ξ 增

高有关 ∀(]Α 血 4
5一01 是反映肾小球滤过率的一项敏

感指标
,

其与 肾小球滤过率之间相互关系 比血 678 浓

度与肾小球功能之间关系更 为密切
,

且呈显著负相

关/ϑ.
。

尿 2+ 1 酶的测定是肾组织
,

尤其是近曲小管活

动性损伤早期诊断的灵敏指标 .&]
。

23 具有改善肾组

织血液循环
,

防止肾小球 系膜细胞增生的作用
,

作为

一种抗 细胞增 长因子在 = 2 的肾组织病理形态学 改

变中具有重要意义门
。

由于 = 2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故西

医学对本病 的治疗一般采 用控制血糖
、

控制血压和

进食优质低蛋 白饮食等措施
。

本观察通过在治疗 = 2

中加用六 味地黄丸
,

观测上述 肾损害指标
,

发现治疗

组可明显改善这些指标
。

提示六 味地黄丸能改善肾

小管和肾小球的功能状态
,

从 而起到保护肾脏
,

延缓

= 2 发展 的作用
。

其机理可能有 以下几方面
∃

∀
;

改善糖代谢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

六 味地黄丸 中的生地和熟

地均有降血糖的作 用
,

熟地更可强心利尿
,

山药
、

获

荃
、

泽泻均有降血糖的作用 ∴%.
。

�
;

改善 = 2 的高凝状态

= 2 患者 的血流 动力 学异常可 以增 加 肾小球 灌

注压和加重 肾小球血管 的损害 ∴?]
。

研究证实
,

六味地

黄丸可改善 肾功能
,

其作用机制是直接或间接改善

肾血流
,

并可通过肾代谢而促进肾小管 的分泌 .’!]Α 地

黄和山茱英均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及抗血栓形成的

状 态 Υ∀/
一

/�] Α 六味地 黄丸其汤剂 能提 高缺血 肾脏 中的

超 氧化物歧化酶
,

对缺血性肾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ϑ]
,

因而六 味地黄 丸具有 改善 = 2 肾脏微循 环 以

达 到改善 肾小球滤过功能及降低 尿蛋 白的作用
。

 
;

改善肾单位的作用

泽泻具有 明显 的抗 肾炎活性
,

其甲醇热提取物

有 抑制尿蛋 白排泄量
、

抑制 肾小球细胞浸润
、

肾小管

变性及再生的作用 ∴ .’]
。

经研究证实
∃ 六味地黄丸能保

护 肾脏近 曲小管阴和老年人 的肾浓缩 以及 肾小管 主

动 吸收作用..Η]
。

本研究证实 了六味地黄丸对 = 2 患者 的肾损害

指标确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

但机理尚有 待进一步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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