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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枣在治疗消渴善饥病症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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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岳仁宋教授临证中善用大枣，大枣味甘，性温，甘得温顾则气更易化生，温取甘用则变刚燥为温润，

阳化气，阴成形，气充形足，助脾散精，针对消渴病脾弱胃强病机特点，合理配伍，可治疗消渴病中善饥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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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属中医学消渴病范畴，早在两千多年
以前中医学对消渴病就有了详细记载。消渴病作

为一种经年缠绵之疾，在其缓慢的病程中，病机有

一个动态的变化。或从传统病机观念阴虚为本，

燥热为标的三消立论，或以脾、胃为主，或崇肝、肾

为本，虚实寒热各有阐发［１］。常有消渴病善饥之

症，为更好地控制血糖，延缓糖尿病进展，历代医

家殚精竭虑，一味减少饮食摄入，虽可有效地控制

血糖，却严重降低了患者生活质量。老师岳仁宋

教授从事内分泌疾病诊疗工作多年，临证中善用

一味大枣控制食欲，灵活应用于消渴病各个阶段，

效果颇著，现具体阐释如下。

１　脾弱胃强是导致消渴善饥的根本原因
《灵枢·经脉》曰：“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

余于胃，则消谷善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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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明胃热炽盛是导致消渴善饥的根本。消渴病或因

饮食不节而成食火，或源情志过极而生郁火，或起

于脂毒蕴结而发毒火，皆可致胃火炽盛，而现消谷

之象。《灵枢·大惑论》云：“精气并于脾，热气留

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脾胃同居中焦，

以膜相连，胃为阳，主司受纳腐熟；脾属阴，主司运

化布散。水谷的精气归并于脾，若脾不能为胃行

其津液，郁久胃必燥热，胃热而成多食、口渴诸症，

且热愈炽则食欲愈亢，火愈旺则口渴益甚，水谷虽

暂缓饥渴，然脾运本已不足，胃纳反强又致脾运不

堪重负，正所谓“脾不能为胃行其精气”，故消渴善

饥应为脾弱与胃强共同作用的结果。病理上，食

物中的糖（水谷精微）是机体中糖的主要来源，经

胃气受纳腐熟后，由脾气散精，运输到各组织细胞

进行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或为人体提供能量，或

变生糖原储存，或转为其他代谢产物，从而保障机

体血糖浓度的相对恒定。今胃火炽盛，脾不散精，

血糖代谢去路受阻，精（血糖）归无以正化，精津

（血糖）难寻其路，自会造成血糖堆积、浓度升高等

病理之征。

２　大枣在消渴善饥的应用
２．１　食之以甘，止渴消饥　元王好古说：“甘能令
人中满，中满者勿食甘，甘缓而壅气也［２］。”张景岳

谓：“甘者，性缓不散，故能留中。热留不去。”《本

草思辨录》更有言：“大枣肉浓含津……然其甘壅

之弊亦伏于是，故腹满最忌。”故多数医家认为甘

味药性属甘，成分多含糖类，而大枣味甘质腻，易

阻遏气机、壅滞中焦，使用之恐有升高血糖之虞，

故而多弃之而不用。然吾师认为，合理的配伍与

应用，甘味药可广泛应用于消渴病治疗。如六味

地黄丸中配伍甘温之熟地、山药，却为历代推崇治

消渴之佳方［３］，五苓散中茯苓、猪苓、泽泻、白术皆

是味甘之品，却被广泛的应用于治疗气不化津，津

液运行失常所致小便不利之消渴［４］。消渴善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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