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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755 首中药处方治疗糖尿病用药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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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检索并纳入 1995—2016 年发表的治疗糖尿病相关文献 755 篇，涉及中药处方 755 首，单味中药 367 味，共治疗糖

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有效例数为 33 330 例，探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用药规律。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和

Clementine 12.0 软件，分析与比较各病症类型的单味中药使用频次、功效和组方配伍规律。中医药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方面，治疗病症类型排名前 4 位的分别是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分别占总有

效病例数的 31.62%、29.82%、8.87%和 6.47%。进一步对治疗排名前 4 位的病症进行分析，发现治疗糖尿病的常用单味药为

黄芪、山药、地黄、天花粉和麦冬等，常用中药类别依次为补虚药、清热药和活血化瘀药；治疗糖尿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常

用单味药为黄芪、当归、川芎、丹参和桂枝等，常用中药类别依次为补虚药、活血化瘀药和清热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常用

单味药为黄芪、山药、丹参、茯苓和山茱萸等，常用中药类别依次为补虚药、活血化瘀药和利水渗湿药；治疗糖尿病心血管

并发症的常用单味药为黄芪、丹参、当归、红花和川芎等，常用中药类别为活血化瘀药、补虚药和清热药。中医药治疗糖尿

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的用药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以补虚药为主，兼以活血

化瘀、清热和利水渗湿药等，但具体用药侧重点不同，糖尿病和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侧重补虚药，兼以活血化瘀药和清热

药的使用，糖尿病肾病侧重于补虚药，兼以活血化瘀药和利水渗湿药的使用，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侧重于活血化瘀药和补

虚药并重，兼以清热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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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ules of medication for diabetes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based on analysis on 755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prescriptions. The information in 755 papers published from 1995 to 2016 was got including 755 herbal prescriptions, 

367 herbs, 33 330 effective cases. Based on the above information, usage frequency of single herb, efficiency and the rules of 

formulating prescrip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abete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using Microsoft Excel 2010 and Clementine 12.0 

software.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the top four diabetes symptoms are about diabetes, diabetic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and accounting for 31.62%, 29.82%, 8.87%, and 

6.4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ffective case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top four illnesses found that single herb commo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was Astragali Radix, Dioscoreae Rhizoma, Rehmanniae Radix, Trichosanthis Radix, Ophiopogonis Radix, etc. 

The commonly used drugs categories were tonic herbs, heat-clearing herbs and blood activating herbs; The single medicine commo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was Astragali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Chuanxiong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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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 et Rhizoma, Cinnamomi Ramulus, etc. The commonly used drugs categories were tonic herbs, blood 

activating herbs and heat-clearing herbs; The single herb commo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was Astragali Radix, 

Dioscoreae Rhizoma,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Poria, Fructus Corni, etc., the commonly used drugs categories were tonic herbs, 

blood activating herbs and damp-clearing herbs. The single herb commo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was Astragali Radix,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Carthami Flos, Chuanxiong Rhizoma, etc., 

the commonly used drugs categories were blood activating herbs, tonic herbs and heat-clearing herbs. The rules of medication of TCM 

for diabetes, diabetic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diabetic nephropathy and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show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nic herbs were used the most frequently, supplemented by blood activating herbs, heat-clearing herbs and 

damp-clearing herbs. However, the principle of formula is a littl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abetes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specifically. The prescriptions for diabetes and diabetic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consist of tonic herbs as the principal, 

supplemented by blood activating herbs and heat-clearing herbs; The prescriptions for diabetic nephropathy are composed of tonic 

herbs as the principal, supplemented by blood activating herbs and damp-clearing herbs, as well as tonic herbs and blood activating 

herbs were equal components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supplemented by heat-clearing herbs. 

Key words: diabetes; diabetic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diabetic nephropathy; diabetic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the rules of 

medication; TCM prescriptions 

 

糖尿病是人体胰岛素分泌或作用不足引起的以

慢性血糖水平升高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目前化学

药在降血糖方面的效果较好，但多为单靶点作用，

长期使用副作用大，且对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还存

在许多不足。中药在治疗中具有多靶点、多环节和

多向性等作用，在降低血糖的同时能兼顾糖尿病并

发症，在糖尿病治疗方面有很大优势。分析与比

较中医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具体用药规律，

对临床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通

过收集现代期刊文献中临床治疗糖尿病或其并发

症的中药处方，运用描述统计法和关联规则分析

法，分析与比较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糖尿病神经

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

的用药规律。 

1  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

条件是“关键词＝糖尿病”并且“摘要＝中药”，年

限为 199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共检索到 2 550

篇文献。 

1.2  纳入与剔除标准 

选择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糖尿病或其并

发症的相关文献；排除动物实验研究、综述或理论

探讨类文献及个案、验案报道，以及没有明确的药

物组成或仅提供部分药物组成等文献。 

1.3  中药名称规范 

依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1]上的中药名称，

对期刊文献中的中药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如园参统

一为人参，龟板统一为龟甲等。 

1.4  数据分析 

所有统计出的中药处方和中药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和 Clementine 12.0 软件进行数据管

理和分析，主要采用分析方法为描述统计分析法和

关联规则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析 

依据上述筛选标准，从检索到的 2 550 篇文献

中，筛选出符合标准的文献 755 篇，获得治疗糖尿

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中药处方 755 首，治疗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的有效例数为 33 330 例。主要用于治疗

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糖

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糖尿病眼部并发症和糖尿病足

等疾病。本文将符合标准的 755 首中药处方的部分

文献列出[2-22]，以供读者查阅。 

2.1  中药处方治疗病症类型分析 

参照《内科学》（第八版）[23]和《糖尿病学》[24]，

对 755 首中药处方所治疗的病症进行分类，并用描

述分析法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 1 结果可知，中医药在治疗糖尿病及其

相关并发症方面，病症类型相对集中在糖尿病、

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

血管并发症方面，共 25 592 例，占总有效例数的

76.78%；但在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渗状

态等方面应用相对较少，共 273 例，占总有效例

数的 0.82%。 

2.2  有效病例数排名前 4 位的病症分析与比较 

根据表 1 可知，有效病例数排名前 4 位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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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755 首中药处方所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病症类型分析 

Table 1  Symptoms analysis of treating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based on 755 prescriptions 

排名 治疗病症 有效例数 占比/% 处方数 排名 治疗病症 有效例数 占比/% 处方数 

1 糖尿病 10 538 31.62 196 8 糖尿病脂质代谢异常   928 2.78  19 

2 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 9 940 29.82 253 9 糖尿病与高血压   759 2.28  15 

3 糖尿病肾病 2 956 8.87 65 10 糖尿病相关皮肤病   433 1.30  13 

4 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 2 158 6.47 57 11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179 0.54   4 

5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 1 496 4.49 36 12 糖尿病高血糖高渗状态    94 0.28   2 

6 糖尿病足 1 091 3.27 29 13 其他 1 608 4.82 40 

7 感染性疾病 1 150 3.45 26  总和 33 330 100.00 755 

 

是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

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其有效病例数分别为 10 538、

9 940、2 956 和 2 158 例，其处方数分别为 196、253、

65 和 57 首。 

2.2.1  常用中药使用频次  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

统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涉及

使用中药的累计总频次分别为 115 319、103 640、

29 697 和 22 271 次；根据该 4 类病症中药处方的用

药情况，以 1 例有效病例记为频次的 1 次，进行描

述分析法统计分析，得到中药处方中使用频次排名

前 20 名的中药分析与比较结果，见表 2。 

2.2.2  常用中药类别  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

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涉及中药

类别的累计总频次分别是 115 319、103 640、29 697

和 22 271 次。根据该 4 类病症中药处方的用药类别，

以 1 例有效病例记为频次的 1 次，进行描述分析法

统计分析，得到处方中中药类别排名前 10 名的类别

分析与比较结果，见表 3。4 类病症最常使用的药类

均含有补虚药，因此对补虚药进一步分析与比较，

结果见表 4。 

表 2  前 4 位糖尿病及并发症处方中使用频次前 20 名中药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herbs of top 20 highly frequency used in top four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prescriptions 

排名 
糖尿病 糖尿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心血管病变 

药名 频次 占比/% 药名 频次 占比/% 药名 频次 占比/% 药名 频次 占比/% 

1 黄芪 7 046 6.11 黄芪 5 806 5.60 黄芪 2 288 7.70 黄芪 1 593 7.15 

2 山药 6 523 5.66 当归 4 922 4.75 山药 1 785 6.01 丹参 1 404 6.30 

3 地黄 5 721 4.96 川芎 3 524 3.40 丹参 1 752 5.90 当归 1 285 5.77 

4 天花粉 4 765 4.13 丹参 3 219 3.11 茯苓 1 570 5.29 红花 1 048 4.71 

5 麦冬 4 203 3.64 桂枝 3 084 2.98 山茱萸 1 507 5.07 川芎 1 012 4.54 

6 葛根 4 115 3.57 红花 2 995 2.89 泽泻 1 000 3.37 赤芍 754 3.39 

7 丹参 4 034 3.50 赤芍 2 509 2.42 当归 901 3.03 地龙 641 2.88 

8 茯苓 3 924 3.40 牛膝 2 507 2.42 大黄 884 2.98 水蛭 617 2.77 

9 玄参 3 113 2.70 茯苓 2 454 2.37 地黄 847 2.85 牛膝 551 2.47 

10 知母 3 011 2.61 鸡血藤 2 432 2.35 益母草 809 2.72 葛根 493 2.21 

11 山茱萸 2 829 2.45 桃仁 2 221 2.14 川芎 760 2.56 桂枝 485 2.18 

12 黄连 2 484 2.15 地龙 2 105 2.03 枸杞子 738 2.49 半夏 447 2.01 

13 五味子 2 385 2.07 白术 2 072 2.00 党参 696 2.34 鸡血藤 442 1.98 

14 枸杞子 2 151 1.87 白芍 2 069 2.00 牡丹皮 673 2.27 三七 438 1.97 

15 苍术 2 035 1.76 甘草 2 055 1.98 熟地黄 644 2.17 麦冬 437 1.96 

16 白术 1 799 1.56 地黄 2 053 1.98 红花 623 2.10 山楂 437 1.96 

17 牡丹皮 1 734 1.50 党参 1 929 1.86 白术 546 1.84 桃仁 408 1.83 

18 泽泻 1 621 1.41 葛根 1 862 1.80 桃仁 458 1.54 玄参 396 1.78 

19 当归 1 613 1.40 山药 1 560 1.51 牛膝 439 1.48 茯苓 371 1.67 

20 黄精 1 548 1.34 半夏 1 336 1.29 菟丝子 438 1.47 山药 363 1.63 

 总计 66 654 57.80 总和 52 714 50.86 总计 19 358 65.19 总计 13 622 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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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 4 位糖尿病及并发症处方中使用频次前 10 名中药类别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Chinese medicine categories of top 10 highly frequency used in top four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prescriptions 

排名 
糖尿病 糖尿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心血管病变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1 补虚药 42 193 36.59 补虚药 29 652 28.61 补虚药 10 500 35.36 活血化瘀药 6 866 30.83 

2 清热药 27 288 23.66 活血化瘀药 21 364 20.61 活血化瘀药 5 627 18.95 补虚药 5 277 23.69 

3 活血化瘀药 10 436 9.05 清热药 10 208 9.85 利水渗湿药 3 309 11.14 清热药 1 865 8.37 

4 收涩药 7 140 6.19 解表药 8 033 7.75 清热药 2 959 9.96 解表药 1 564 7.02 

5 利水渗湿药 6 818 5.91 祛风湿药 5 500 5.31 收涩药 2 167 7.30 利水渗湿药 1 055 4.74 

6 解表药 6 688 5.80 理气药 4 944 4.77 解表药 1 124 3.78 化痰止咳平喘药 930 4.18 

7 化湿药 2 885 2.50 利水渗湿药 4 924 4.75 泻下药 884 2.98 平肝息风药 900 4.04 

8 理气药 2 034 1.76 平肝息风药 4 207 4.06 平肝息风药 700 2.36 理气药 694 3.12 

9 温里药 1 783 1.55 化痰止咳平喘药 2 631 2.54 止血药 536 1.80 祛风湿药 561 2.52 

10 化痰止咳平喘药 1 607 1.39 化湿药 2 319 2.24 理气药 395 1.33 止血药 554 2.49 

 总计 108 872 94.41 总计 93 782 90.49 总计 28 201 94.96 总计 20 266 91.00 

表 4  前 4 位糖尿病及并发症处方中补虚药类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tonic herbs used in top four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prescriptions 

排名 
糖尿病 糖尿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心血管病变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类别 频次 占比/% 

1 补气药 22 425  53.15 补气药 16 023  54.04 补气药 6 341  60.39 补气药 2 854 54.08 

2 补阴药 12 802  30.34 补血药 8 526  28.75 补血药 2 013  19.17 补血药 1 716 32.52 

3 补血药 4 748  11.25 补阴药 3 534  11.92 补阴药 1 138  10.84 补阴药 707 13.40 

4 补阳药 2 218   5.26 补阳药 1 569   5.29 补阳药 1 008   9.60 补阳药 0 0.00 

 总计 42 193 100.00 总计 29 652 100.00 总和 10 500 100.00 总和 5 277 100.00 

 

2.2.3  中药处方的组方  根据 4 类病症的中药处方

和应用关联规则挖掘方法，设最小支持度 20%，最

小可信度 50%，得到治疗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

并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的常用

药对分别为 66、19、72 和 45 个，支持度排名前 20

名的药对见表 5。 

3  讨论 

糖尿病为一种慢性疾病，随着病程推移会产生

较多的并发症，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糖尿病神经系统

并发症、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等，中

医学对这些并发症都有独特的认识。中医学认为糖

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是由于糖尿病迁延日

久、耗伤气阴、阴阳气血亏虚、血行瘀滞、脉络痹

阻所致，主要治法为补气、阴或阳为主，并兼以化

瘀血或痰浊[25-27]。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糖尿病的

神经系统并发症最常用的前 10 位中药是黄芪、当

归、川芎、丹参、桂枝、红花、赤芍、牛膝、茯苓、

鸡血藤；最常用的前 3 类药物为补虚药、活血化瘀

药、清热药，以益气补血药为主，辅以活血化瘀、

清热凉血药；常用药对中，以当归与黄芪、当归与

川芎、黄芪与川芎等药对最为常见，具有补气、活

血等功效。 

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是由于糖尿病迁延日久、耗

气伤阴、五脏受损，兼夹痰、热、郁、瘀等，主要

治疗方法以补脾肾气、补肝肾阴为主，兼以清化痰

热郁瘀[28-29]。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糖尿病肾病最

常用的前 10 位中药是黄芪、山药、丹参、茯苓、山

茱萸、泽泻、当归、大黄、地黄、益母草；最常用

的前 3 类药物为补虚药、活血化瘀药、利水渗湿药，

以益气补血药为主，辅以活血化瘀、利水渗湿药；

常用药对中，以山茱萸与黄芪、山药与黄芪、丹参

与黄芪等药对最为常见，具有补脾肾气、补肝肾阴、

化瘀等功效。 

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是由于糖尿病迁延

日久，气阴两虚，心、肝、肾三脏阴阳失调，加之

劳倦内伤等，变生痰瘀，痰热内蕴；或外邪侵袭等

以致气血运行受阻，主要治疗方法为益气养阴、化

痰湿瘀血、通脉络[30-32]。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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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前 4 位糖尿病及并发症处方中使用排名前 20 名的药对分析 

Table 5  Analysis of drug pairs of top 20 used in top four diabetes and complications prescriptions 

序号 
糖尿病 糖尿病的神经系统并发症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1 地黄→黄芪 67.35 53.03 1.03 当归→黄芪 58.10 55.78 1.26 

2 山药→黄芪 67.35 62.88 1.13 黄芪→当归 44.27 73.21 1.26 

3 天花粉→山药 55.61 54.13 1.26 当归→川芎 30.04 64.47 1.46 

4 地黄→山药 55.61 58.72 1.14 黄芪→川芎 30.04 64.47 1.11 

5 黄芪→山药 55.61 76.15 1.13 黄芪→丹参 28.46 76.39 1.31 

6 麦冬→地黄 51.53 51.49 1.36 当归→桂枝 27.27 55.07 1.24 

7 天花粉→地黄 51.53 58.42 1.36 黄芪→桂枝 27.27 65.22 1.12 

8 山药→地黄 51.53 63.37 1.14 川芎→红花 26.09 51.52 1.71 

9 黄芪→地黄 51.53 69.31 1.03 当归→红花 26.09 59.09 1.33 

10 麦冬→天花粉 42.86 53.57 1.42 黄芪→红花 26.09 53.03 0.91 

11 葛根→天花粉 42.86 53.57 1.31 当归→牛膝 23.72 53.33 1.20 

12 地黄→天花粉 42.86 70.24 1.36 黄芪→牛膝 23.72 58.33 1.00 

13 山药→天花粉 42.86 70.24 1.26 当归→鸡血藤 23.32 61.02 1.38 

14 黄芪→天花粉 42.86 72.62 1.08 黄芪→鸡血藤 23.32 71.19 1.23 

15 丹参→葛根 40.82 58.75 1.44 川芎→赤芍 22.53 54.39 1.81 

16 葛根→丹参 40.82 58.75 1.44 当归→赤芍 22.53 77.19 1.74 

17 天花粉→葛根 40.82 56.25 1.31 黄芪→赤芍 22.53 70.18 1.21 

18 地黄→葛根 40.82 56.25 1.09 当归→甘草 20.55 55.77 1.26 

19 山药→葛根 40.82 65.00 1.17 黄芪→甘草 20.55 61.54 1.06 

20 黄芪→葛根 40.82 82.50 1.22     

序号 
糖尿病并发肾病 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病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关联规则 支持度/% 置信度/% 提升度 

1 山茱萸→黄芪 73.85 56.25 1.11 川芎→黄芪 66.67 57.89 1.22 

2 山药→黄芪 73.85 62.50 1.07 丹参→黄芪 66.67 65.79 1.17 

3 丹参→黄芪 73.85 75.00 1.19 当归→黄芪 66.67 57.89 1.06 

4 山茱萸→丹参 63.08 56.10 1.10 川芎→丹参 56.14 56.25 1.19 

5 茯苓→丹参 63.08 51.22 0.95 黄芪→丹参 56.14 78.13 1.17 

6 山药→丹参 63.08 63.41 1.08 红花→当归 54.39 61.29 1.40 

7 黄芪→丹参 63.08 87.80 1.19 黄芪→当归 54.39 70.97 1.06 

8 山茱萸→山药 58.46 76.32 1.50 红花→川芎 47.37 51.85 1.18 

9 茯苓→山药 58.46 65.79 1.22 丹参→川芎 47.37 66.67 1.19 

10 丹参→山药 58.46 68.42 1.08 当归→川芎 47.37 51.85 0.95 

11 黄芪→山药 58.46 78.95 1.07 黄芪→川芎 47.37 81.48 1.22 

12 泽泻→茯苓 53.85 57.14 1.69 川芎→红花 43.86 56.00 1.18 

13 山茱萸→茯苓 53.85 68.57 1.35 丹参→红花 43.86 60.00 1.07 

14 山药→茯苓 53.85 71.43 1.22 当归→红花 43.86 76.00 1.40 

15 丹参→茯苓 53.85 60.00 0.95 黄芪→红花 43.86 68.00 1.02 

16 黄芪→茯苓 53.85 68.57 0.93 丹参→赤芍 31.58 55.56 0.99 

17 泽泻→山茱萸 50.77 57.58 1.70 当归→赤芍 31.58 66.67 1.23 

18 茯苓→山茱萸 50.77 72.73 1.35 黄芪→赤芍 31.58 77.78 1.17 

19 山药→山茱萸 50.77 87.88 1.50 鸡血藤→牛膝 24.56 57.14 2.71 

20 丹参→山茱萸 50.77 69.70 1.10 红花→牛膝 24.56 57.1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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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心血管并发症最常用的前 10 位中药是黄芪、丹

参、当归、红花、川芎、赤芍、地龙、水蛭、牛膝、

葛根；最常用的前 3 类药物为活血化瘀药、补虚药、

清热药，以活血化瘀、益气补血药为主，辅以清热

尿病心血管并发症最常用的前 10 位中药是黄芪、丹

参、当归、红花、川芎、赤芍、地龙、水蛭、牛膝、

药；常用药对中，以川芎与黄芪、丹参与黄芪、当

归与黄芪等药对最为常见，具有益气补血、活血化

瘀、通脉络等功效。 

本研究结果表明，糖尿病、糖尿病神经系统并

发症、糖尿病肾病和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治疗中药

处方中均有黄芪、当归、山药等补气血之品，且黄

芪使用最多；也均有丹参、川芎、赤芍、地黄、茯

苓等活血化瘀药、清热药和利水渗湿药，但各自侧

重点不同，糖尿病和糖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侧重补

虚药，兼以活血化瘀药和清热药的使用；糖尿病肾

病侧重于补虚药，兼以活血化瘀药和利水渗湿药的

使用；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侧重于补虚药和活血化

瘀药并重，兼以清热药使用。另外，该 4 类病症都

侧重使用补虚药，但具体使用的补虚药类型有所不

同，补气药为该 4 类病症的最常用药，但当病症为

单纯糖尿病时次常用药为补阴药，而并发症出现时

次常用药变为补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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