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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肿瘤和心脑血管病变并称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

三大慢性疾病(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

变及生活节奏日趋紧张#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迅速上升(目

前#我国糖尿病患者总数超过
6%((

万人#发病率高达
$(5

#每

年新发患者达
)4(

万人)

$

*

(同时还有约
$&'4

亿糖尿病前期患

者(未来
*(

年#糖尿病将给我国甚至全球带来严峻的挑战)

%

*

(

胰岛素'胰岛素增敏剂'促胰岛素分泌药物等药物的开发和应

用极大地推动了糖尿病治疗不断进步(然而#临床上目前对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仍然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中

药六味地黄丸已在
%

型糖尿病的治疗中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

好的'确定的治疗效果(多年来#众多学者对六味地黄丸独特

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免疫调节功能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

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六味地黄丸辅助治疗
%

型糖尿病及免疫调

节功能的相关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

!

六味地黄丸辅助治疗
/

型糖尿病的中医理论基础

!!

中医认为#糖尿病属于-消渴.范畴#由素体阴虚'饮食不节

等导致机体阴虚燥热'气阴两伤'阴阳俱虚等病证#并以阴虚为

本#燥热为标)

8

*

(六味地黄丸是众多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复

方中应用最广泛的方剂(六味地黄丸原方出自于宋代钱乙的

/小儿药证直诀0#由熟地黄'山茱萸'干山药'泽泻'牡丹皮'茯

苓
)

味药成方(其中熟地黄甘柔补血'滋肾填精#山茱萸滋养

肝肾而固肾气#山药健脾益胃以助运化#泽泻淡泻肾浊#茯苓渗

利脾湿#牡丹皮泻肝火)

'

*

(六味地黄丸以补为主#补泄结合#补

寓于泻#补而不腻(六味地黄丸为滋阴补肾之通补开合之剂#

主治肝肾阴虚等证(六味地黄丸及其加减衍化方剂#如知柏地

黄丸'麦味地黄丸'都气丸等在糖尿病治疗中应用广泛(临床

用药时#辨证施治#加减变化#疗效显著(

/

!

六味地黄丸治疗
/

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临床应用

!!

多年的临床实践证实#单用六味地黄丸或者根据不同病症

联合用药辅助治疗
%

型糖尿病具有显著的疗效(王红英)

*

*在

基础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加味六味地黄汤治疗
%

型糖尿病气阴

两虚证#结果表明#用药后患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均明显下

降#并且该治疗方法总有效率显著高于消渴丸治疗组(谢娇

等)

)

*采用六味地黄丸治疗
%

型糖尿病后发现#与二甲双胍治疗

组相比#六味地黄丸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提高#患者空腹

血糖下降更显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与西药常规治疗组相比#

应用六味地黄丸辅助治疗组治疗效果更好)

074

*

(糖尿病模型动

物的试验结果也证实#六味地黄丸具有降血糖'保护胰腺和胰

岛
&

细胞'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浆胰岛素水平等作用)

67$8

*

(

糖尿病常伴随一系列并发症#如肾病'高血压'周围神经病

变及牙周病变等(有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可通过减少肾小球

核转录因子
NZ7

0

[

的表达或增加足细胞
<>

J

/H;<

和
J

:.:C;<

的

表达#对糖尿病肾病$

2N

&大鼠的肾脏发挥保护作用)

$'

*

(胡明

财等)

$*

*研究证实#六味地黄丸可减轻链脲佐菌素诱导的
%

型

糖尿病大鼠坐骨神经脱髓鞘现象#降低坐骨神经组织醛糖还原

酶$

"S

&活性#提高
NA

Y

7]

Y

7"9R

酶活性#对周围神经病变具

有保护作用(六味地黄丸或不同拆方配伍均能够显著降低
%

型糖尿病大鼠的血脂#减少内脏脂肪组织分布并升高血清脂联

素水平)

$)

*

(临床实践表明#六味地黄方或其加减方对上述糖

尿病并发症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0

*

(

'

!

六味地黄丸对
/

型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

!!

%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为其发病机制与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等多种因

素有关#机体的免疫状态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近

年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可通过多种方式调节
%

型糖尿病患

者的免疫功能(

'&$

!

对机体免疫器官的影响
!

六味地黄丸能够显著增加试验

小鼠脾脏'胸腺和肾上腺的重量)

$4

*

(其他研究发现#应用较低

剂量的六味地黄丸能够显著提高老年小鼠骨髓中造血干细胞

的数量和增殖能力(

'&/

!

六味地黄丸对
%

型糖尿病患者固有免疫功能的影响
!

六

味地黄丸可通过以下途径对
%

型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发挥重

要的作用!$

$

&六味地黄丸可增强荷瘤小鼠单核
7

吞噬系统的吞

噬功能#促进骨髓干细胞和淋巴细胞增生($

%

&六味地黄丸可

拮抗环磷酰胺的免疫抑制作用($

8

&六味地黄丸能够明显提高

正常大鼠腹腔巨噬细胞表面
KA

抗原表达的阳性率#还能够促

进巨噬细胞发挥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

"2!!

&

作用#从而增强巨噬细胞的调理作用($

'

&六味地黄丸可拮抗

烫伤所致的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

N]

&细胞活性抑制

现象#并且可改善肝肾虚证糖尿病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

'&'

!

对
%

型糖尿病患者适应性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

研究表

明#六味地黄丸对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提高机体
9/$

型细胞因子的表达#抑制过度炎性反应(

R>HH

D

等)

$6

*给予不同剂量的六味地黄丸治疗肥胖大鼠后发现#六味

地黄丸可明显降低肥胖大鼠血清
!7

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

)

$

9NZ7

)

&的表达量#白细胞介素$

KM

&

7)

表达水平也呈降低趋

势#提高肝脏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具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

和改善脂联素效应(有研究将六味地黄丸用于试验性自身免

+

4%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AI1>.!E;<

!

T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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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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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性脑脊髓炎小鼠后发现#六味地黄丸可明显改善试验小鼠

!2'

Y

9

"

!24

Y

9

比值和
N]

细胞水平#通过提高环磷酸腺苷

表达水平增强小鼠
9/$

型细胞因子的表达)

%(7%$

*

(杜静静

等)

%%

*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可降低
2N

大鼠
9NZ7

)

和
KM7)

的

表达#并提示六味地黄丸可能通过抑制
2N

大鼠肝脏中
9NZ7

)

和
KM7)

的激活效应对肾脏发挥保护作用(

1

!

结
!!

语

!!

近些年来#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持续高发严重影响了人民

的生活质量(

%

型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不仅与机体的代谢功

能密切相关#而且与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密不可分(六味地黄

丸作为中药经典方剂#在糖尿病辅助治疗中已取得了确切和明

显的治疗效果(应用六味地黄丸可显著降低
%

型糖尿病患者

血糖水平#改善患者肝'肾等脏器功能#在糖尿病合并肾病'肝

病'高血压等疾病中发挥治疗作用(多年的临床用药和试验动

物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具有明显的免疫调节功能#在糖尿病

患者及动物模型中能够增强
9/$

型细胞因子的表达和单核
7

吞

噬系统的功能#抑制与炎性反应相关的细胞因子分泌#大大降

低因炎性反应对机体的损伤(此外#六味地黄丸具有抗氧化'

抑制细胞凋亡等作用#有望在帕金森综合征等一系列老年性疾

病治疗中得到应用)

%8

*

(同时应当注意#由于中药原材料来源'

加工工艺等不同#各厂家的六味地黄丸临床药效'有效成分等

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

*

(如何使中药尤其是复方剂得到更科学

的标准化#并对其中生物活性成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仍

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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