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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脉络学说为指导，基于中医脉与西医血管，脉络与中小血管，脉络末端之孙络与微血管、微循

环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提出“脉络-血管系统病”的新概念。认为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日久累及肢体大、中、
小、微血管的一类并发症，属于“脉络-血管系统病”研究的范畴。从 “脉络-血管”的同一性切入，通过

探讨促进血管新生与侧枝循环建立，改善缺血区的微环境，为通络治疗糖尿病足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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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 ( diabetic foot，DF) 亦称糖尿病性

肢端坏疽、糖尿病性动脉闭塞症［1］，属于中医学

“消渴脱疽”范畴。DF 患者的血管病变包括大、
中、小血管病变及微血管病变，其血管病变往往以

多部位、多节段小血管病变为主，并伴有微血管病

变，对于远端动脉流出道不良，无法进行血管搭桥

或介入者，如保守治疗，很难使血管再通，导致肢

端缺血缺氧。以脉络学说为指导，基于中医脉与西

医血管、脉络与中小血管、脉络末端之孙络与微血

管、微循环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提出 “脉络-血管

系统病”新概念［2］。DF 作为糖尿病日久波及肢体

大、中、微血管的一类并发症，各级血管尤其是微

血管病变在该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DF 亦属于 “脉络-血管系统病”研究的范

畴。本文以中医脉络学说为指导，阐述了 DF 通络

治疗，为该病从微血管保护切入，探讨通络干预防

治 DF 作用提供理论指导。

1 脉络学说的概述

中医脉络学说以胸痹心痛、中风、心悸、心

积、心水、心痹、消渴、脱疽等为主要研究领域，

涵盖了现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
周围血管病变等重大疾病，主要研究络病发展规

律、基础病理变化、临床证候特征、辨证治疗用

药，属于络病学说证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往

基于络病理论研究的 “三维立体网络系统”［3］，广

义的络脉分为经 ( 气) 络与脉 ( 血) 络，经络运

行经气，脉络运行血液，共同发挥着 “行血气而

营阴阳”的功能。络脉是由经脉支横别出、逐层

细分、纵横交错，形成一个遍布全身、广泛分布于

脏腑组织间的网络系统，是维持生命活动和保持人

体内环境稳定的网络结构。
营卫理论是脉络学说的重要内容，脉络学说的

核心理论———营卫承制调平揭示了以下内容: 1 )

承———营卫交会生化的自稳调控机制; 2) 制———
血管病变状态下机体代偿性自愈调节; 3 ) 调———
络以通为用为总则的通络干预; 4 ) 平———重新恢

复机体生命运动自稳态，反映了人体作为复杂巨系

统、血管病变作为复杂性疾病生理、病理、治疗、
转归的内在规律［4］3。

2 以脉络学说为指导治疗 DF

2. 1 基于脉络-血管相关性，提出 “脉络-血管系

统病”新概念

《素问·脉要微精论》曰: “夫脉者，血之府

也。”东汉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提出了 “脉络”
一词，清代王清任明确提出 “血管”概念。脉络

作为从脉分支而出遍布全身的网络系统，明代钱雷

《人镜经附录》曰: “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经络

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

万四千孙络”，与明代翟良 《经络汇编》所言相

同，其大络、系络、缠络、孙络等不同层次，与西

医学从大血管依次分出中、小血管、微血管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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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结构和功能上相似。清代喻嘉言 《医门法律

·络脉论》亦引用此论，据上述记载处于络脉末

端的孙络已达 160 多亿根，与现代医学微血管、微

循环在百亿级层面上相似，其 “孙络之间有缠绊”
相连之说，与微血管及微循环在解剖形态学上的描

述相吻合。
同时中医学把遍布全身的脉看作是一个组织器

官———奇恒之腑，其形态学特点中空有腔与腑相

似，生理学特点“藏精气而不泻”，保持血液量和

质的相对恒定，运动状态为伴随着心脏搏动而发生

舒缩运动，功能特点为运行血液至周身［2］，可见

脉络功能特点与现代循环血管系统亦具有密切相

关性。
依据“脉络-血管系统”在解剖和功能方面的

密切相关性，脉络学说将遍布全身的脉络视作一个

整体脏器组织，生理上必然有其共性结构代谢功

能，病变时亦有共性发病机制，因此，提出 “脉

络-血管系统病”概念［5］，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利

于整体系统地探讨血管病变性疾病的共性发病规律

及治疗方法。
由于广义的 “脉络-血管系统病”涵盖了发生

在动、静脉中的多种血管疾病，DF 作为糖尿病日

久累及肢体大、中、小及微血管的一类并发症，亦

属于“脉络-血管系统病”研究的范畴。该病由于

机体持续处于高血糖与蛋白质的非酶糖化状态，脂

代谢紊乱，血液的高黏稠、高凝状态使中小血管和

微血管发生病变，特别是使下肢小血管平滑肌增

生，血管收缩增强，同时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机能不

良，毛细血管基底膜增生，导致糖尿病性动脉硬

化，从而使血管管腔变窄，肢体供血障碍［6 － 7］。
2. 2 以脉络学说理论指导血管新生

脉既是经脉系统中运行血液的网络结构，又是

“心 ( 肺) -血-脉”循环系统的血行通道，同时也

是独立的实体脏器———奇恒之腑，因此，全身的脉

络都可视作一个整体进行治疗，DF 作为周围血管

病变之一，也可从保护 “脉络-血管系统”角度进

行治疗。既往在 “络以通为用”治疗总则下，研

制的通络代表性药物通心络胶囊在缺血性心脑血管

病、2 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尤其在保护血管结构功能、改善缺血局部微

环境、促进治疗性血管新生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

势。在中医“异病同治”和 “脉络-血管系统”整

体性原则下，应用通心络胶囊治疗 DF，通过保护

缺血局部微血管结构与功能、促进局部缺血微环境

改善，有可能成为该病防治的新的有效途径。
2. 2. 1 促进治疗性血管新生 血管新生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8］。早期

阶段包括血管内皮细胞 ( VEC) 的前体细胞分化、
增殖、迁移，融合成初期血管网络; 晚期阶段包括

血管 芽 生、分 支，形 成 小 血 管，血 管 支 持 细 胞

( 平滑肌细胞，周质细胞) 分泌、充实在新生血管

周围，从 而 在 原 有 血 管 基 础 上 形 成 新 的 成 熟 血

管［9］。有研究认为，用促进治疗性血管新生的方

法代表着未来治疗缺血性疾病的前景［10］。血管内

皮祖细胞 ( EPC) 被认为是血管新生的主要 “物

质基 础”，EPC 是 VEC 的 前 体，亦 称 成 血 管 细

胞［11］。研究表明，EPC 血管新生的机制可能有两

方面: 一是迁移到局部分化成成熟的 VEC; 二是

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机制分泌促血管生成因子，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VEGF ) 、肝细胞生长因子、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12］。

根据 “络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通心络选

用舒畅络气、剔除络瘀、搜风解痉、络虚通补四类

特色药物，可多环节、多靶点治疗缺血性疾病。实

验证实，VEGF 是促进血管生长的主要因子之一，

可促进新生血管形成［13］。通心络具有可增强和延

长脑缺血区 VEGF 高表达，增强缺血再灌注损伤大

鼠脑组织细胞因子 VEGF mRNA 表达的作用，进而

可促进脑缺血后微血管新生［14 － 17］。
2. 2. 2 促进侧枝循环建立 机体某一局部主要血

管的血流受阻后，该部原有吻合支的血管扩张，形

成旁路，使血液迂回通过这些旁路，恢复了循环，

这种循环途径称为侧支循环，又称为代偿性循环，

对机体是有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侧枝循环可保证缺

血区血液供应，避免局部组织因血供不足而变性坏

死。DF 是糖尿病日久累及肢体大、中、小及微血

管的一类并发症，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是 DF 发病

的基础，因此，起初下肢某一条或多条大、中血管

因动脉粥样硬化，动脉壁中层钙化，内膜纤维增

生，导致管腔狭窄、阻塞时，吻合支动脉扩张，血

流量增加，其血管壁也相应的增厚，改善缺血血流

供应。由于持续糖脂蛋白代谢紊乱，其所产生的某

些物质累及吻合支动脉也同样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

变时，侧枝循环则不易有效地建立，导致下肢远端

血供不足进一步加重，进而引起足部发生坏疽。如

何建立侧枝循环并有效开启从而发挥代偿作用是保

证 DF 缺血区血流供应的关键。
周莉华、赵语等［18 － 19］分别通过单光子发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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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体层摄影术直观发现，与治疗前相比，通心络

治疗后脑梗死患者核素显像有明显改善，ROI 区域

平均放射性计数在患者、健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同时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亦有显著改善。这说

明，患者局部脑血流有显著改善，通心络通过对缺

血区微血管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保护，促进侧支循

环的有效开启从而发挥对缺血组织血管的保护作用。
2. 2. 3 促进缺血区局部微环境改善 DF 的发病机

制十分复杂，高血糖环境是 DF 发生的始动因子，

可导致氧化应激反应亢进和抗氧化能力降低，晚期

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量增多，脂代谢异常，损伤血

管内皮，导致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内膜

变厚，结蹄组织增多，管壁增厚变硬，管腔狭窄甚

至闭塞，组织缺血缺氧，营养物质不易吸收，代谢

产物不能清除，局部容易感染而发生坏疽。
具有“搜剔疏通”作用的药物可以通过涉及

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等多个环节进行调节［4］1174。
从现代药理研究来看，通心络组方中的药物分别有

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抗血栓、抗血小板聚集、提

高耐缺氧能力等作用［20］。实验研究发现，通心络

胶囊［21］可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减轻 DF 早期神经血

管损害; 可下调 RAG-MAPK 信号通路对抗晚期糖

基化终末产物 ( AGEs) 的病理作用［22］; 通过保护

血管内皮，增加了血管的顺应性，改善了血管的弹

性，改善动脉硬化，从而改善微血管循环功能，改

善缺血组织的血供［23 － 25］。

3 结语

以脉络学说为指导，从 “脉络-血管”的同一

性切入，使用具有 “搜剔疏通”特色药物的通心

络胶囊可促进 DF 患者治疗性血管新生、侧枝循环

建立及高糖缺血区局部微环境的改善，从而为临床

治疗 DF 寻找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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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Diabetic Foot Using Meridian-collateral Theory
GUO Yongying1，2，WEI Geng1，LI Hongrong1，GAO Huailin3

( 1． Hebei Yiling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stitute，Shijiazhuang，Hebei 050035; 2．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Hebei Province;

3． Yil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Directed by meridian-collateral theory，a new concept“meridian-collateral and vascular system disea-
ses”is proposed． This theory is based upon the close relations betweens puls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blood vessels
in western medicine，between meridians ＆ collaterals and middle ＆ small vessels，as well as between tertiary collateral
and micro-vessels ＆ micro-circul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diabetic foot is the complication of diabetics affecting the
great，middle，small and micro-vessels in the limbs for a long time． Diabetic foo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eridian-
collateral and vascular system diseases． Based upon the homoousia of“meridian-collateral and vessels”，the authors
put forward promoting angiogenesis and establishing collateral circulation to improve the micro-environment in the
ischemia areas，which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reating diabetic foot with dredging collateral method．
Keywords meridian-collateral theory; diabetic foot; meridian-collateral and vascular system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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