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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糖尿病患病率也随之增加，湿热体质与糖尿病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分

析湿热体质的特征，探讨湿热体质与糖尿病的相关性，及其对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并建议从饮食调整

与食疗、运动与养生法、中医药调理、现代医学干预策略等方面对于湿热体质糖尿病患者进行干预，以

期改善体质，延缓疾病发展进程，为临床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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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 the prevalence of diabetes mellitus increas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mp-heat physique and diabetes mellitu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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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mp-heat physiqu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mp-heat 
physique and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impact on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ions are explored, 
and it is suggested to intervene for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with damp-heat physique in terms of 
dietary adjustments and food therapy, exercise and health maintenance methods, Chinese medi-
cine regulation, and modern medic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physi-
que and delaying the process of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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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临床医学中，湿热体质与糖尿病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目前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仍存在许多未解之处，相关的研究也尚未得到统一的认识。最早记载湿热体质在《黄帝内经》，在《素

问·生气通天论》中提到：“膏梁之变，足生大疔。”，意思是湿热体质的人容易生疮、生疔。然而“湿

热体质”这一明确概念在经典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但诸多医家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湿热体质是许多疾病

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提到：“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肼肿。”。《素

问·生气通天论》中描述：“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缨短，小筋弛长，缨麾为拘，弛长为痿”。

还有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所著《湿热病篇》，概括了括湿热病的提纲、病因病机、症状、诊断、治疗和

禁忌等。湿热体质的形成原因多样，包括先天禀赋、饮食不节、情志不畅等因素导致湿邪内蕴、火热内

生，这些病因都在糖尿病等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临床辨识上，湿热体质的特征包括面油鼻油发亮、

口苦口臭、易生痤疮、男性阴囊潮湿或女性带下增多等表现，易患疮、痈、疖、痔等炎症疾病[2]。现代

医学对于湿热体质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和细致，为其临床辨识和治疗提供了更多有益的思路和方法。因此，

研究湿热体质对糖尿病的影响及调理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揭示湿热体质对糖尿病发生发展的

影响，并探讨针对性的调理对策，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湿热体质与糖尿病的关联 

在中医理论中，湿热是指体内湿气和热量过度积聚，导致身体机能失调，引发各种症状。《素问·奇

病论》中有记载，即：“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

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湿热体质是一种中医理论下的特殊体质，其形体偏胖或苍瘦，常表现为面部

和鼻尖总是油光发亮，易生粉刺、疮疖，常感到口苦、口臭或嘴里有异味，经常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有

发热感，尿色发黄，女性常带下色黄，男性阴囊总是潮湿多汗。其性格多急躁易怒。易患疮疖、黄疸、

火热等病证，并且对湿环境或气温偏高，尤其夏末秋初，湿热交蒸气候较难适应。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与

湿热体质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湿热体质的人往往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和胰岛素抵抗，

即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血糖控制，这可能会增加糖尿病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3]。这

种现象可能与湿热体质对胰腺 β 细胞功能的影响有关。其次，炎症是湿热体质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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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炎症反应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4]。湿热体质的人往往伴有炎症因子的激活，这可能加重糖

尿病的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病、神经病变等。这些并发症可能进一步增加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负担。

最后，湿热体质的人往往伴有代谢紊乱，包括脂肪、糖和蛋白质代谢异常，这些代谢紊乱可能进一步加

剧糖尿病的病情，使患者更易出现肾功能衰竭、心血管病变等严重后果[5]。 

3. 湿热体质对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 

糖尿病并发症是糖尿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长期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紊

乱，导致微血管病变、神经病变、免疫功能紊乱等多个系统的损伤，进而引发各种并发症。湿热在糖

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湿热可以导致血液循环障碍，从而引发微血管病变；

另一方面，湿热也可以引起炎症反应，加重免疫功能紊乱。有学者表明[6]，湿热体质是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的重要因素。 

3.1. 湿热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属于中医“视瞻昏渺”、“云雾移睛”等范畴，《证治准绳》认为“肝肾不足，

精血亏耗，湿热痰浊内蕴，气滞血瘀，玄府不利”是常见病机，多与肝、肾、脾三脏相关。其中，湿热

的致病作用不可忽视。湿热侵入人体，可造成体内阴阳失衡，使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畅，导致津

液代谢障碍，从而产生内生痰湿和瘀血。湿热侵入肝经，可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导致肝火上炎，进而引

起眼底出血、渗出等病变；湿热浸淫肾经，可耗伤肾阴，使眼底脉络瘀阻，视物不清。同时，湿热瘀血

相互搏结，滞留眼底，也是导致视网膜病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发现[7]，中医的湿热证在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中普遍存在。湿热证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主要病因之一，其在病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并且湿热性质与其病理变化密切相关。在治疗方法上，他们强调应注重清除体内的湿热邪气，调整机体

内部环境，防止病变的发展。此外，郑姜钦等人的研究也表明[8]，湿热证型的患者多存在严重的胰岛素

抵抗，湿热的致病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胰岛素的分泌和敏感性，导致血糖控制不良，进而引发视网膜病

变。因此，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除了针对糖尿病本身外，还应考虑如何清除体内湿热，以达

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总结起来，湿热邪气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临床治疗中，应注重

调整机体内部环境，清除体内湿热邪气，以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为中医治疗糖尿病及其并

发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2. 湿热与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严重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湿热对糖尿病肾病的影响也涉及多个方面。有团队

研究发现湿热证是糖尿病肾病的关键类型之一[9]。肾脏在中医理论中居于下焦，而“下焦之病，责于湿

热”。肾脏主津液，当肾脏出现湿热时，会引发一系列的症状。若湿热泛溢肌肤，会表现出肌肤水肿、

尿少色黄；若湿热留羁腰府，会导致腰痛；若湿困中焦，则会使脾不升清；若湿热流注下焦使肾失封藏，

则会出现精气外泄的情况，比如在排尿时出现蛋白尿，伤及血络则会产生尿血的症状。此外，湿热也会

耗伤人体正气，使疾病久拖难愈。湿热的属性有重浊、黏滞、趋下等特征，当体内津液代谢失调时，聚

而成为水湿之邪。湿郁化热后，会酿生湿热藴结在肾，久而久之，易化为痰浊。痰浊会阻碍气血运行，

导致瘀血的产生。其次，湿热之邪具有蒙上流下的特性。在病变早期时，人体内正气较强，无明显外在

表现，中医总结出以舌苔黄腻、水肿、经常腰痛、恶心呕吐、尿色黄浊、胸腰痞满等为慢性肾脏病湿热

迁侯辨证的要点。湿热体质还可能促进肾小球和肾小管损伤，进而加重肾病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10]，
湿热可能导致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液呈浓稠状态，从而引发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加重肾脏损伤。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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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湿热体质进行早期干预可能有助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发生或减缓其进展。 

3.3. 其他并发症与湿热的关系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也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

制复杂，涉及多个因素。其中，湿热体质在 DPN 的发病和进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医理论中，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可归属于“痹症”、“痿症”等范畴。其病机多为消渴日久，耗气伤阴，阴虚内热，内

热伤阴耗气，气血两虚，筋脉失养，邪阻经络，气血瘀滞，不通则痛；或为痰湿内盛，痹阻经络，气血

运行不畅，筋脉失养。有学者认为[11]湿热体质对 DPN 的发生和进展有一定影响。糖尿病患者体内代谢

紊乱，易形成湿热内蕴的体质特点。湿热浸淫肌肤，影响气血运行，使肌肤失养；湿热下注筋骨，使筋

脉失于濡养；湿热瘀滞经络，导致气血瘀滞，进而引发 DPN。另外一些学者[12]认为 DPN 属于“络病”，

即病位在络脉的病症。络脉是人体内各种气血津液代谢交换的重要通路，而湿热瘀滞可导致络脉瘀阻，

进而引发 DPN。因此，治疗 DPN 应注重清热利湿、活血通络等方法。 
糖尿病足是指由于糖尿病血管和神经病变引起的下肢远端缺血性溃疡和感染，又名“脱疽”，是糖

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足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与湿热的关系复杂而又密切。庞鹤教授认为[13]根据

病因可将糖尿病足主要归结为气阴两虚、湿热壅盛、淤血阻络等因素。久病消渴，气阴两虚，致燥热内

结，耗灼营血，脉络瘀堵，热毒内蕴，热毒湿毒淤血相互搏结而化腐成脓，或筋骨皮肉失去气血津液濡

养，致气血淤堵逐渐干黑而成。其中，湿热是引起糖尿病足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糖尿病患者体内湿热

瘀滞，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并发感染。一旦感染发生，湿热会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使糖

尿病足的症状加重。故主张采用清热解毒祛湿、软坚清脉化痰等治疗方法，以清除体内的湿热，控制感

染，促进伤口愈合。气温下降和皮肤皲裂等情况会加重糖尿病足的症状。糖尿病患者感觉神经病变导致

对温度不敏感，容易受凉；且冬天皮肤容易皲裂，若护理不当难以愈合易继发感染。 
糖尿病胃轻瘫是指由于糖尿病引起的胃动力障碍，包括脘腹胀满、反酸嗳气、恶心呕吐、大便不爽

等症状。糖尿病性胃轻瘫的发病与湿热内蕴有密切关系。蔡淦认为[14]，糖尿病日久导致脏腑功能失调，

脾失健运，胃失和降，湿邪内生。湿邪阻滞中焦，郁而化热，形成湿热内蕴的局面。并且糖尿病本身也

易引起胃络瘀阻，进一步影响脾胃升降功能，导致胃轻瘫的出现。同时，患者可能伴有身体困重、口干

口苦、尿黄等症状。《伤寒论》中所述：“腹胀满痛、不思饮食、泛酸嘈杂、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脉

细数等症状为肝胃郁热证候。治疗宜用疏肝和胃、泄热止痛的方法”。马骏教授认为[15]，糖尿病胃轻瘫

的主要病机为气阴两虚、湿热内蕴。治疗应以益气养阴、清热利湿为原则，根据不同的证型配伍不同的

方剂以恢复胃动力、改善胃轻瘫症状为目标。同时，应注意调理气机、活血化瘀，以促进胃黏膜的修复

和再生。 
综上所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糖尿病胃轻瘫与湿热具有密切关系，针对湿热的治疗

策略包括清热利湿、利尿排毒、调节免疫等方面，在中医治疗中，常用的药物有黄连、黄芩、黄柏、龙

胆草等，这些药物具有清热利湿、抗炎抗菌的作用。此外，中医还强调饮食调理、运动锻炼等综合治疗

措施，以清除体内湿热邪气，改善机体代谢状态。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积极控制血糖、预防感染、改

善生活习惯的同时，重视机体内部的湿热状态对防治糖尿病并发症尤为重要。 

4. 针对湿热体质的糖尿病调理策略 

4.1. 饮食调整与食疗 

《素问·腹中论》：“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提示糖尿病患者要控制饮食，

禁食肥甘厚腻之品[16]。湿热体质的糖尿病患者应该遵循清热祛湿、健脾助运的饮食原则。在食物种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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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适当摄入清热利湿的食物，如冬瓜、苦瓜、绿豆、薏苡仁、玉米须等，以帮助改善湿热症状；或采

用中药饮片泡水代茶饮、艾灸、推拿等，以缓解糖尿病的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增加健脾助运的

食物，如山药、白扁豆、红枣、山楂等，以促进脾胃运化功能。在摄入量方面，应该控制每天的总热量

摄入，根据个人体重、年龄、性别、身体活动水平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计划。建议采用分餐制，控

制每餐的摄入量，避免饥饿和暴饮暴食。此外，还可以制定针对湿热体质的食谱，如绿豆薏米粥、苦瓜

山药炒什锦、玉米须炖瘦肉等，以达到清湿热、健脾胃的效果。 

4.2. 运动与养生法 

湿热体质的糖尿病患者应该选择适当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根

据个人情况和喜好，推荐进行低至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瑜伽、慢跑、游泳、快走等，以改善心肺功

能和代谢水平。此外，加入穴位埋线干预也可以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杨丽霞[17]选择 60 例前驱糖尿病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生命干预，观察组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接受穴位

埋线治疗，取百会、印堂、胰俞、脾俞、肾俞、中脘、关元、气海、足三里、三阴交。结果显示：两组

血糖、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均有所下降，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明两组均能降低血糖水平，但穴位埋线的临床疗效更为明显。 

4.3. 中医药调理 

中医传统养生方法对湿热体质的糖尿病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可以采用中药材进行调理，如薏苡仁、

知母、柴胡、赤芍等，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进行配伍。此外，针灸和推拿也是有效的治疗方式。通过刺

激相应的穴位，可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从而达到改善湿热症状的目的。王晓婧[18]用黄连温胆汤治疗

2 型糖尿病湿热内蕴证。选择 102 例患者以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利拉鲁肽治疗，

观察组加用黄连温胆汤治疗，连续治疗 16 周观察临床疗效。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血糖指数水平、胰

岛素用量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黄连温胆汤可有效降低患者血糖值，减

少胰岛素抵抗，临床效果显著。钟萍[19]选取 62 例前驱糖尿病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探究针刺联合

推拿治疗糖尿病前期患者的临床效果。对照组给予常规运动加饮食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

针刺结合推拿治疗。选取肝俞、脾俞、胰俞、胃俞、足三里针刺；选择肝俞、脾俞、胰俞、肾俞、胃俞

推拿治疗。结果表明，针刺结合推拿治疗糖尿病前期患者可改善糖脂代谢，降低血糖和血脂指数水平。 
综上所述，针对湿热体质的糖尿病调理策略需要综合运用饮食、运动和中医药等多种手段。在日常

生活中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及时就医并进行规范化治疗，以控制病情发展，提高生命质量。 

5. 讨论 

湿热型糖尿病以患者传统湿热体质为基础，受身体内外某些因素的影响，如先天禀赋、长期生活在

潮湿的地方、喜欢吃油腻甜食、长期饮酒等病因因素，发展为糖尿病症状。因此，在治疗中注重消除病

因，可以改善糖尿病症状。在临床治疗中对于病证比较容易，但是对于人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湿热体

质对于湿热症状有易感性，由于患者自身湿热体质没有改变，导致糖尿病很容易复发[20]。因此，湿热体

质的糖尿病患者治疗应以治疗患者的普通体质为基础，通过生活方式或药物进行早期干预，调整患者的

偏颇体质，以临床表现为标准，分析伴随症状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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