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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对糖尿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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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内经》书中有关消渴病( 糖尿病) 的记载零星 散 在 于 多 处，文 章 辑 集 梳 理 有 关 记 录，以 系 统 阐 明 该 书 对 消 渴 病 的 命

名与分型、病因与病机、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认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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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是由于胰

岛素分泌 和 ( 或 ) 作 用 缺 陷 所 引 起，以 血 糖 升 高 为 特

征，以“三多一少”( 多饮、多食、多尿、体重 减 轻) 为 主

要临床表现，并有众多的并发症。中国古代对该病早

有认识，一般称为消渴病，并以消渴、消瘅、消中等不同

的名称保留 在 古 代 文 献 中。《黄 帝 内 经》是 中 国 医 学

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

主要内容形成于战国，自秦汉以来代有补充，并在西汉

中后期( 约公元前一世纪) 汇集成书。［1］《黄帝内经》是

现存最早记载“消渴”之病名的古代文献，书中有关消

渴病的记载零星散在于多处，多为片言只语，这些内容

是后世发展成消渴病各流派理论的火花。本文收集整

理该书中有关记录，以系统阐明《黄帝内经》在糖尿病

方面的认识与成就。
1 命名与分型

《素问》和《灵枢》对消渴病 的 论 述，散 见 于 多 处。
其 中“消 渴”之 名，二 书 中 仅 一 见，即《素 问·奇 病

论》［2］:“肥者令 人 内 热，甘 者 令 人 中 满，故 其 气 上 溢，

转为消渴。”末 句“消 渴”二 字 在 晋 代 皇 甫 谧 的《甲 乙

经》中引作“消瘅”，可见消渴与消瘅义同。而“消瘅”
在《内经》中凡 17 次，其中《素问》2 次，《灵枢》15 次，

这是消渴病所有异名中出现最频繁的名称，可见，《内

经》是以消瘅为正名，消渴为异名，后世发展转化成以

“消渴”为正统病名。
消渴、消瘅之取名“消”字，非 常 精 到。“消”兼 有

两义:一则消瘦，二则消谷( 多食多饮也) ，以下二例可

证。如《灵枢·五 变》:“血 脉 不 行，转 而 为 热，热 则 消

肌肤，故为消瘅。”《灵枢·师传》［3］:“夫中热消瘅则便

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

脐以上皮热。”消 渴 之“渴”，为 口 渴 义，古 今 义 同。可

见“消渴”是从临床表现角度取名。消瘅之“瘅”，音丹

(dān) ，为伏热之意［笔者注:音疸 ( dǎn) ，则为黄疸之

意］。《素问·通 评 虚 实 论》唐 王 冰 注:“消，谓 内 消。
瘅，谓伏热。”可见“消瘅”是从临床表现结合病因病机

角度取名。
《素问·奇病论》另有“脾瘅”之名，乃是“数食甘

美而多肥”者“病口甘”之消渴病也。脾瘅取名用“脾”
字，乃从 病 位 角 度 考 虑。《素 问·腹 中 论》又 有“热

中”、“消中”之名。唐王冰注:“多 饮 数 溲，谓 之 热 中;

多食数溲，谓之 消 中”( 笔 者 注:数 溲，多 尿 也)。二 义

对举，显然热中、消中为消渴病的两个不同类型，此外，

《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及“瘅成为消中”可佐证。《灵

枢·五邪》又云“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

气不足，则热中善饥。”“热中”字面义为“热 在 中 焦 脾

胃”，可见热中、消 中 虽 为 消 渴 病 的 不 同 类 型，但 病 位

都在中焦脾胃。
《素问》尚有“肺消”、“鬲消”之名。《素问·气厥

论》:“心 移 寒 于 肺，肺 消。肺 消 者，饮 一 溲 二，死 不

治。”同篇:“心 移 热 于 肺，传 为 鬲 消。”肺 消 病 位 在 肺，

病情较重。鬲消，即膈消( 鬲，同膈) ，病位在膈膜。即

如王冰所注:“心肺两间中有斜鬲膜，鬲膜下际内连于

横鬲膜，故心热入肺，久久传化，内为膈热，消渴而多饮

也。”《史记·扁鹊 仓 公 列 传》中 仓 公 向 皇 帝 汇 报 其 所

诊治的病例 中，有 一 位 病 者 被 诊 断 为“肺 消 瘅”，应 该

就是《素问》的“肺消”病，可佐证:肺消瘅乃消瘅 之 一

型，与脾瘅并列。综上所述，图示如下:

后世在《内经》的 基 础 上，发 展 成 颇 有 影 响 的“三

消论”，即 上 消 ( 膈 消 )、中 消 ( 消 中 )、下 消 ( 肾 消 )。
《内经》虽然没提到后世影响很大的“肾消”之名，但相

关篇章述及了肾在消渴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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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因与病机

2. 1 病因

2. 1. 1 五脏 柔 弱 《内 经》已 经 认 识 到 人 体 禀 赋 不

足，是导 致 消 渴 病 的 重 要 先 天 因 素。《灵 枢·五 变》
云:“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瘅者，何以候之? 少俞答曰:

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清代张志聪注曰:“盖五藏

主藏 精 者 也，五 藏 皆 柔 弱，则 津 液 竭 而 善 病 消 瘅 矣。”
张氏之语切中肯綮，五脏柔弱，阴津素亏，容易罹患消

渴。《灵枢·本藏》亦 提 及:“心 坚，则 藏 安 守 固;心 脆

则善病消瘅热中。……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

善病消瘅，易伤。”说明五脏之中，心与肾脆弱，最易患

消渴。
2. 1. 2 数食肥甘 《素问·奇病论》:“帝曰:有 病 口

甘者，病名为何? 何以得之? 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

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

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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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过食肥甘厚味，内伤脾胃，

令人内热中满，内热炎上，故发为口渴嗌干，发为消渴。
2. 1. 3 情志不遂 《灵 枢·五 变》中，黄 帝 问 少 俞 何

以五藏柔弱 者 易 患 消 瘅，少 俞 回 答 说:“此 人 薄 皮 肤，

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

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髋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

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说明情志不遂，郁怒蓄

胸，血滞化热，发为消渴。
2. 1. 4 素体肥胖 《内经》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肥

胖人易 患 糖 尿 病 的 文 献。《素 问·通 评 虚 实 论》说:

“凡治消 瘅、仆 击、偏 枯、痿 厥、气 满、发 逆，肥 贵 人，则

膏粱之疾也。”认为消瘅 ( 糖尿病)、仆击 ( 脑 血 管 意 外

等)、偏枯( 半身不遂) 等疾病，都是肥胖的富贵之人所

患疾病，因为这些人过食了太多的膏粱厚味。《内经》
书中多处提及社会环境对疾病的影响，认为富贵之人

易生消渴病，《素问·腹中论》说:“夫热中、消中者，皆

富贵人也。”
2. 1. 5 风雨寒暑 除了先天禀赋、后天饮食、情志内

伤外，《内经》也认识到外感六淫在消渴病发病中的作

用。《灵枢·五变》:“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

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

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瘅，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

为积聚，奇 邪 淫 溢，不 可 胜 数。”消 渴 病 与 其 它 众 多 疾

病一样，免不了外感病邪的影响。临床上糖尿病的本

症或并发症的发作或加重，确实有很多情况是由外感

因素诱发的。
2. 2 病机 《内经》认为消渴的病机是“五 脏 柔 弱”、
“数食甘美而多肥”、“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等 原 因

导致的阴津亏损、血脉不行，最后化为燥热。值得称道

的是，《内 经》很 早 提 及 糖 尿 病 发 病 中 有 血 瘀 机 制 存

在，《灵枢·五 变》:“血 脉 不 行，转 而 为 热，热 则 消 肌

肤，故为消瘅。”
从具体症状的发病机理来说:①肠胃积热，故多食

多饮。《灵枢·师 传》:“胃 中 热，则 消 谷，令 人 悬 心 善

饥。”《素问·阴阳别论》提出:“二阳结谓之消”。王冰

注:“二阳结，谓胃及大肠俱热结也。肠胃藏热则喜消

水谷。”②热则 消 削 肌 肤，令 人 消 瘦。即《素 问·气 厥

论》:“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灵枢·五变》亦云:

“热则消肌肤。”
消渴病涉及 的 脏 腑 主 要 是 脾 胃 ( 消 中、热 中)、肠

( 二阳结 谓 之 消 )、心 ( 心 脆 则 善 病 消 瘅 热 中 )、肺 ( 肺

消)、膈( 膈消)、肾( 肾脆则善病消瘅)。
3 诊断治疗及预后

对于其临床表现，《内经》分别提到了多食、多饮、
多尿、消瘦等 现 代 所 说 的“三 多 一 少”症，此 外 脾 瘅 的

“病口甘”亦是 症 状 之 一。对 于 消 渴 病 的 脉 象，《灵 枢

·邪气脏腑病形》说是心脉、肺脉、肝脉、脾脉、肾脉等

五脉“微小为消瘅”。
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素问·腹中论》指出:“热

中、消 中 不 可 服 膏 粱、芳 草、石 药。石 药 发 癫，芳 草 发

狂。”石药、芳草会诱发癫狂等精神疾病。除了上述的

癫 狂 外，还 提 出 久 食 肥 甘 厚 味 的 人，易 患 疔 疮。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膏粱之变，足生大疔。”意即

过多食膏粱厚味，足以使人肌肤上生长疔疮。
《内经》不是 方 书，对 疾 病 的 选 方 用 药 很 少 述 及，

但对于糖 尿 病 的 治 疗，《素 问·奇 病 论》却 说:“脾 瘅

……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这里

明确指出，用 兰 草 来 治 疗 脾 瘅 及 消 渴，其 治 疗 原 理 是

“除陈气”，消除肥甘饮食的陈积之气。
在饮食禁忌 上，《素 问·腹 中 论》:“热 中、消 中 不

可服膏 粱、芳 草、石 药。”明 确 指 出 膏 粱 厚 味、芳 香 药

草、钟乳石药，并在禁忌之列。
对于糖尿病的预后，《内经》根据饮水和尿量对比

情况、脉象及 病 程 长 久 来 确 定 是 否 可 治。《素 问·气

厥论》:“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 治。”《素 问·通 评 虚

实论》:“帝曰:消 瘅 虚 实 何 如? 岐 伯 曰:脉 实 大，病 久

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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