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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谢综合征（ＭＳ）是一组以肥胖、高血糖、血脂异常以及高血压等聚集发病的临床症候群，是多种
代谢紊乱在个体内聚集的病理状态。不仅发率病高，而且危害性大，显著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目前西医对 ＭＳ病因病机尚未完全明了，治疗
上，仍处于围绕ＭＳ各组分的对症治疗阶段，而且不良反应多，长期用药易产生耐药性，疗效并不理想。中医认
为ＭＳ病机主要为肝脾肾功能失调，并与痰湿、瘀血、浊毒有关，并以此为治疗重点，运用中医治未病思想，根据
整体观念进行辨证论治，并配以针灸推拿等外治疗法，防治ＭＳ疗效显著。特别是在改善患者的症状体征、改善
生活质量，在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诸多方面显示了较大优势。在今后 ＭＳ的防治中，发挥中医优势，中
西并重，联合攻关，必将会极大地提高ＭＳ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中西医结合疗法；中医药疗法；整体观；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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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谢综合征（ＭＳ）是一组以肥胖、高血糖、血脂
异常以及高血压等聚集发病的临床症候群［１］，是多

种代谢紊乱在个体内聚集的病理状态。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ＭＳ的发病率
逐年升高［２］。根据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ＭＳ患
病率达２１％［３４］，我国为１９％～２４％［５］。ＭＳ可显著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

病死率，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和公

共卫生问题［６］。临床治疗仍采用“分而治之”的方

法，围绕ＭＳ的各组分对症治疗为主，如减重、降压、
降糖、降脂、改善胰岛素抵抗等［７］；存在药物不良反

应多，药物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以及长期用药等多种

问题；而中医中药治疗ＭＳ，从整体调节入手，特别是
运用中医治未病思想干预 ＭＳ，通过辨证论治，在防
治胰岛素抵抗，改善血压、血脂、血糖紊乱等方面疗

效显著。特别是在改善患者的症状体征、生活质量，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方面显示了较大

优势［８］。

１　西医治疗现状
目前对ＭＳ的防治，主要是以改善肥胖和胰岛

素抵抗（ＲＩ）为中心，围绕 ＭＳ的各组分采取对症治
疗或综合防治为主。主要措施包括改善生活方式，

控制血糖和血压、调节血脂等方面。

１．１　改善生活方式　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不良饮
食习惯、缺乏运动、缺少睡眠等）以及其他危险因素

（如心理因素等）是 ＭＳ的主要发病因素，也是肥胖
的主要原因，积极进行干预对该病防治至关重

要［９］。因此，良好的生活方式是防治 ＭＳ和肥胖的
一项基本措施。研究［１０］发现，调整生活方式可降低

ＭＳ患者发生糖尿病的风险约５０％。适当的体力活
动可改善ＲＩ，增加葡萄糖消耗，调节脂肪酸氧化水
平，降低体重及心血管发病率。张梦婷等［１１］发现采

取积极健康管理的患者的体重指数、收缩压、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及空腹血糖的异常率均有明显改善。总之，生活方

式干预是ＭＳ防治的关键和有效手段。
１．１．１　饮食治疗　饮食疗法是防治 ＭＳ的基础。
如地中海饮食（ＭＤ）就是一种理想的ＭＳ饮食疗法，
包括较高摄入蔬菜、水果、豆类及制品、谷类、深海鱼

类和橄榄油，较低摄入肉类、加工肉类、精制谷

物［１２］。据研究，ＭＤ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血压和心
血管危险因素，减少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炎症生

物标志物，减少炎症和提高抗氧化性改善ＲＩ［１３１５］。
１．１．２　运动疗法　运动对ＭＳ患者的高血压、糖耐
量异常、高脂血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以及肥

胖具有预防与治疗作用［１６］。研究［１７］发现，体力活

动能够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及ＨＤＬＣ浓度、降低血压
的盐敏感性、降低体重、减小腰围、改善肥胖、降低

ＴＧ浓度，从而降低ＭＳ的发病风险。
１．２　控制高血糖　ＲＩ是 ＭＳ的重要病理基础［１８］，

通过引起胰岛 β细胞分泌功能失代偿导致糖代谢
紊乱［１９］。因此，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治疗代谢综合

征的重要环节，不仅可改善 ＲＩ，还可预防血管并发
症［１０］。据研究［２０２１］，二甲双胍、达格列净可增加胰

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血压，减轻体重，减少脂肪的合

成，调节糖脂代谢；但存在低血糖、肝肾不良反应等

风险。

１．３　控制高血压　高血压合并 ＭＳ更易发生心血
管事件，并且在 ＭＳ人群中发病率在７０％以上［２２］。

ＭＳ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与ＲＩ密切相关，一方面，
ＲＩ可升高血压，另一方面，高血压也能加速 ＲＩ［２３］。
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受体拮抗剂，可降低外周阻
力，降低血压，并改善机体ＲＩ状况，从而调节糖脂代
谢［２４］。但ＭＳ糖尿病患者特殊类型高血压，如收缩
期高血压和卧立位血压异常以及顽固性高血压等，

疗效尚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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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调节血脂　ＭＳ患者血脂代谢紊乱（ＴＧ升高、
ＨＤＬＣ减低），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等诸多慢性并
发症，增加ＭＳ治疗难度［２５］。因此，积极调节血脂，

有助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据研

究［２６２７］，阿托伐他汀可调节血脂、抗氧化应激、抗血

栓、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稳定斑块等，不仅能够降

低血液黏度，还能改善脑缺血、血脂水平等。付秀华

等［２８］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可降低 ＭＳ患者血清胰
岛素水平，提高胰岛素敏感指数，改善胰岛 β细胞
功能，还可通过抗氧化作用，改善 ＲＩ，从而改善肾小
管与肾小球功能，降低尿蛋白水平，起肾脏功能保护

作用［２９］。但仍存在肝酶、肌酶升高以及对血糖不良

影响等风险。

２　中医治疗现状
古代中医文献中并无 ＭＳ病名，但根据其症状

体征，可将其归属于“脾瘅”“消渴”“眩晕”“肥满”

“痰饮”“胸痹”等范畴［３０］。中医认为该病病因多为

先天禀赋不足，后天饮食失节和劳逸失调等，病位主

要涉及肝脾肾，基本病机为脾失健运、肾气亏虚和肝

失疏泄，本虚为脾肾两虚，标实为痰湿、瘀血、浊毒

等［３］。目前临床上中医治疗ＭＳ多从以下３个方面
展开研究，显示出很好的疗效。

２．１　突出重点，辨痰浊瘀血论治
２．１．１　从痰湿论治　痰湿内阻为 ＭＳ主流病机观
点。ＭＳ主要由脾气虚弱，气血生化乏源，脾之健运
失常，则津液输布失常，致痰湿内生，故多倡导 ＭＳ
从痰湿论治。如仝小林教授擅于运用“态靶结合”

的理论治疗ＭＳ，以半夏泻心汤加减调中化痰、健脾
和胃，纠正 ＭＳ的“中满内热”之态［３１］，疗效显著。

王瑶瑶等［３２］认为，痰、湿均为阴邪，常相互夹杂，因

此，ＭＳ的核心病机为痰浊中阻，临床多见形体肥胖，
神情疲倦，头身困重等痰湿内聚诸症；治疗多以燥湿

化痰为主，多用二陈汤加减，疗效显著。闵珊等［３３］

采用健脾祛湿化痰法治疗脾虚痰湿型ＭＳ，可有效改
善糖、脂代谢指标，减轻体重。

２．１．２　从瘀血论治　很多中医学者认为血行不畅，
瘀血内阻为ＭＳ重要发病因素，倡导从瘀血论治，在
ＭＳ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倪青教授［１］就认为

ＭＳ患者多由肝气不疏，气血运行不畅，则瘀血内生
而致。而瘀血日久，气血运行进一步受阻，日久则气

血阴阳耗伤，故倡导ＭＳ从瘀论治［３４］。范培蕊［３５］应

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气滞血瘀型ＭＳ，可有效控制
ＭＳ患者血糖水平，改善ＲＩ，提高临床疗效。邢民军

等［３６］用补阳还五汤治疗气虚血瘀型 ＭＳ，不仅可改
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还有调节血糖、血脂、血压的功

效。廖娟等［３７］发现实脾丹参饮治疗阳虚血瘀型ＭＳ
具有体质调控及保心作用。

２．１．３　从浊毒论治　浊毒理论丰富 ＭＳ的中医病
机论，从浊毒论治在 ＭＳ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理论认为ＭＳ发病过程中人体内因外因正虚邪实
以及各种气血津液等代谢障碍皆可引起“糖毒”“脂

毒”“火毒”“痰浊”“瘀血”等，诸邪皆可导致浊毒内

生，浊毒内聚对人体进一步造成毒害。浊毒既是一

种致病因素，又是一种病理产物，其病性兼“浊”

“毒”两者之长，胶固难解，致病更加广泛、凶险，易

耗气伤血，易阻碍气机，易积成形［３８］。因此，从浊毒

角度论治ＭＳ为重要的防治方法［３９］。倪旭［４０］应用

藿朴夏苓汤治疗脾虚浊毒型 ＭＳ，结果显示，藿朴夏
苓汤可有效改善 ＭＳ患者的症状体征，调节脂代谢
紊乱。倪淑芳等［４１］认为肾阴亏虚、脾失健运、生湿

化痰是ＭＳ的始动因素，浊毒互结为ＭＳ的基本病理
改变，故在“气虚浊毒”理论的指导下，应用补气化

浊解毒汤治疗ＭＳ，疗效显著，提示益气化浊解毒法
有潜在的降低 ＭＳ风险的作用，从新的角度再次验
证了ＭＳ“浊毒”理论的科学性。
２．２　平调脏腑，辨气血阴阳论治
２．２．１　从肝论治　调肝、疏肝在 ＭＳ的治疗中极为
重要，陈全福等［４２］认为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调节情

绪，从而调整交感神经张力，因此，从肝论治是治疗

ＭＳ的关键。仝小林教授治疗 ＭＳ，常从肝启动。因
为肝脏既是糖脂代谢的重要器官，也是ＲＩ的主要成
因，常使用茵陈蒿汤加减治疗肝胆湿热型 ＭＳ，不仅
可改善ＲＩ，还具有减肥调脂的作用［４３］。郭宏敏教

授认为ＭＳ基本病因病机为肾气亏虚，水不涵木，肝
阳上亢，故宜平肝潜阳为法，方以天麻钩藤饮加

减［４４］。

２．２．２　从脾论治　刘春华教授认为脾气亏虚为ＭＳ
主要病机。认为不良的生活方式易造成人体气机升

降失调、气血凝滞，而脾又主四肢肌肉，活动减少使

四肢肌肉懈怠，气行不畅则水湿从生，影响脾的健运

功能，引起ＭＳ体内代谢紊乱。因此，ＭＳ的本因在
脾虚［４５］。彭金祥等［４６］研究发现健脾化滞丸能有效

调节脾虚湿滞型 ＭＳ患者肠道菌群，减少肠道菌群
有害代谢产物，减轻炎症反应，辅助患者血糖、血脂、

体重控制。王振强等［４７］研究发现运脾化浊颗粒治

疗脾虚胃热型ＭＳ疗效肯定，能缩小内脏脂肪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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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机体代谢。

２．２．３　从肾论治　郑晓梅等［４８］认为补肾疗法治疗

ＭＳ，无论补肾阴或补肾阳，均可改善肾损害及胰岛
素抵抗，减轻体内炎症反应，改善脂代谢异常。研

究［４９］发现，应用补肾精、益肾气的组方思路，能增加

骨的坚韧度，加速骨质愈合，减轻糖代谢紊乱。林瑜

等［５０］研究发现固肾祛湿方治疗脾肾气虚型 ＭＳ具
有较好的疗效，可降低机体血糖水平，改善血脂水平

及肾功能，减轻机体胰岛素抵抗及炎症反应。庄欣

等［５１］研究发现清眩颗粒治疗肾虚痰瘀阻络型 ＭＳ
具有降压、调脂、降糖、减重及调控 ＴＬＲ４／ＮＦκＢ炎
性信号通路的作用。

２．３　辅以外治，综合调理　中医外治疗法是中国医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应用中医外治疗法在 ＭＳ、
糖尿病、肥胖、高血压等疾病的防治和康复方面均有

特色疗效。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是一种自然疗

法，具有安全无毒，操作简便，患者易接受，疗效好等

优势。

２．３．１　针刺
２．３．１．１　体针　针灸可通过调整脏腑虚实、平衡阴
阳对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起到双重调节作用，可

有效改善ＭＳ患者胰岛素抵抗，还具有减肥、降压、
降糖、调脂等作用［５２５３］。王安娜［５３］通过针刺脾虚痰

湿患者胰俞（双）、肝俞（双）、脾俞（双）、肾俞（双）、

丰隆（双）、中脘、下脘、天枢（双）、气海、关元、足三

里（双）、三阴交（双），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症状体征、

腰围、体重、血脂、血压、血糖等。杨敏等［５４］通过针

刺肝胆湿热患者曲池（双）、中脘、天枢（双）、阴陵泉

（双）、丰隆（双）、太冲（双），起到改善体重指数、血

脂、血糖和血压水平，延缓ＭＳ疾病进程的作用。
２．３．１．２　耳针　耳针可以改善交感神经的抑制和
迷走神经的亢进状态，加强脂肪分解，促进新陈代

谢［５５］。单鸣等［５６］通过对口、食管、胃、十二指肠、

肝、脾、小肠、大肠、神门、交感、三焦、皮质下、内分

泌、肾上腺等耳部穴位进行刺激，可明显改善 ＭＳ患
者的体重指数、腰臀比和血压等指标。

２．３．２　艾灸　艾灸具有温经通络、通阳化气、健脾
利湿、化痰祛浊、调和营卫、通利三焦的作用，可使水

谷精微得以敷布，气血生化有序，脏腑传导、代谢功

能恢复正常［５７］。曾士林等［５７］通过艾灸中脘、天枢、

气海、脾俞、胃俞、肾俞、命门、足三里、丰隆、百会，起

到降低体重，调节血脂防治ＭＳ的作用。
２．３．３　埋线　腹部埋线具有通经脉，调气血，调整

ＭＳ患者机体脏腑阴阳平衡的作用。李贞等［５８］通过

按中医辨证及五行理论选穴进行腹部埋线，对腹部

肥胖相关指标（腰围、腰臀比和身体重指数）有明显

的改善效果。

２．３．４　推拿　推拿具有平衡脏腑阴阳、疏通全身经
络、运行气血、濡养筋脉、改善人体脏腑功能等作

用［５９］，可改善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的

调节功能，有效增强机体免疫力，加速体内新陈代

谢，改善胰岛分泌［６０］。仲崇文等［６１］研究发现推拿

对改善ＭＳ患者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具有良好的
作用。

３　展望
目前，西医对ＭＳ治疗方法主要是围绕ＭＳ各组

分以生活方式干预，配合降压、降糖、调脂、减重等对

症治疗为主。虽然，全球对 ＭＳ的相关研究投入巨
大，并逐年增多，新的药物层出不穷，新的治疗方法

不断推出，但 ＭＳ的疗效并不理想；此外，随着药物
的过度应用，还存在药物不良反应，如肝、肾损伤等。

中医学认为 ＭＳ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
因为先天禀赋不足，外因为饮食不节、劳逸失度、情

志失调等。基本病理因素是痰湿、瘀血，痰瘀互结；

病机为本虚标实，脾肾亏虚为本，痰湿、瘀血、浊毒为

标［６２］。相对于西医的围绕各组分的对症治疗，中医

治疗ＭＳ从整体调节入手，立足于辨证施治，强调辨
证求因，审因论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运用“治未

病”理论，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通过四诊合参，掌

握ＭＳ内在变化规律，主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病情
进展和变证发生，具有用药灵活，疗效稳定，标本兼

治，无明显不良反应等优点，尤其在改善全身症状、

纠正ＲＩ、降压、调脂和防治靶器官损伤等方面显示
出明显优势，从而达到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目

的［６３］。

但是，中医药对 ＭＳ治疗与研究也存在一定不
足，如缺乏统一的病因病机及证候分析，对于 ＭＳ的
治疗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更需要大样本循证医学

研究和论治。因此，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中

西并重，联合攻关，寻找一种从全身角度、整体角度，

多学科联合，通过多靶点、多因素共同干预的防治措

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实践证明，单纯应用西药或中药若想达到对 ＭＳ的
理想控制或治愈都十分困难。而博采中西医之所

长，综合中西医之优势，中西医综合治疗ＭＳ，必将会
显示出较大的优势和潜力，极大地提高 ＭＳ防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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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鉴于此，对于ＭＳ防治，应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
的优势，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

合，通过多中心、多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确定 ＭＳ
的病因病机，统一诊断标准与辨证标准，更好地完善

中医对ＭＳ的诊疗体系，从而为临床上提供新的、有
效的防治Ｍ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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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９，１２９（１０）：４０５０４０５７．

［７］何忠义，于澄．代谢综合征中西医研究进展［Ｊ］．中国中医药现

代远程教育，２０２２，２０（１５）：１９６１９８．

［８］杨万胜，刘鹏涛，张培红，等．基于中医治未病思想探讨代谢综

合征的防治［Ｊ］．河北中医，２０２２，４４（５）：８５４８５８．

［９］冯金章，刘锁红，冯俊芳，等．代谢综合征的病因及防治研究进

展［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５（６）：

５２５５２８．

［１０］崔欣．代谢综合征与中西医综合干预［Ｊ］．内蒙古中医药，

２０２１，４０（６）：１５６１５８．

［１１］张梦婷，臧晓鹭，吴丽娜，等．生活方式干预在中青年代谢综合

征患者中的效果评估［Ｊ］．中国医药，２０２０，１５（７）：１０４５１０４９．

［１２］扶晓菲，游春苹．地中海饮食及其对慢性疾病改善作用的研究

进展［Ｊ］．食品工业科技，２０１９，４０（１８）：３４８３５３，３６０．

［１３］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Ｋ，ＭＡＩＯＲＩＮＯＭＩ，ＢＥＬＬＡＳＴＥＬＬＡＧ，ｅｔａｌ．Ａ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ｔｏａ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ｄｉｅｔａｎｄ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ＯＬ］．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５，５（８）：ｅ００８２２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５００８２２２．

［１４］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ＡＫＯＳＤＢ，ＰＩＴＳＡＶＯＳＣＨ，ＣＨＲＹＳＯＨＯＯＵＣ，ｅ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ｅｃ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ｄｉｅｔ：ｔｈｅＡｔｔｉｃａｓｔｕｄｙ［Ｊ］．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２００３，２１（８）：１４８３１４８９．

［１５］ＭＥＤＩＮＡＲＥＭ?ＮＡ，ＣＡＳＡＳＲ，ＴＲＥＳＳＳＥＲＲＡＲＩＭＢＡＵＡ，ｅｔ

ａｌ．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ｉｎｔａｋｅｆｒｏｍａ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ｄｉｅ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ｓｕｂ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Ｍ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ＢｒＪＣ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７，８３（１）：

１１４１２８．

［１６］陈亚，杨素青，钱银芬，等．饮食和运动干预在防治代谢综合征

中的研究进展［Ｊ］．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９，１８（１２）：２９３２．

［１７］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Ｅ，ＨＳＴＭＡＲＫＡＴ，ＡＮＤＥＲＳＳＥＮＳＡ．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Ｐａｋｉ

ｓｔａｎ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ｍｅ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ＪＩｍｍｉｇｒ

Ｍｉｎ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１４（５）：７３８７４６．

［１８］ＺＨＯＵＰＡ，ＺＨＡＮＧＣＨ，ＣＨＥＮＹＲ，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Ｂｉｏｍ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２０１９，３２（１２）：

９１４９２１．

［１９］戴丛书，高钰博，李光耀，等．清肺泻肝汤对代谢综合征慢性炎

症和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２１，２７

（５）：１０５１１０．

［２０］杜凌超．达格列净对 ２型糖尿病伴代谢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Ｊ］．糖尿病新世界，２０２２，２５（２０）：９６９９．

［２１］侯士方．达格列净对２型糖尿病伴代谢综合征患者代谢指标

的影响［Ｊ］．山西医药杂志，２０２２，５１（１８）：２１０５２１０７．

［２２］王瑶瑶，喇孝瑾，张大伟，等．双清平化方对代谢综合征大鼠血

压、胰岛素抵抗、ＲＡＳ系统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Ｊ］．现代中

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１，３０（２０）：２１７２２１７８．

［２３］杨松．阿托伐他汀钙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Ｊ／ＣＤ］．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８，５（２６）：７７７８，８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８１／ｊ．ｃｎｋｉ．ｊｏｃｍｌ．２０１８．２６．０４２．

［２４］韦佳，李会贤，姜华．阿托伐他汀、二甲双胍联合替米沙坦治疗

高血压代谢综合征的疗效分析［Ｊ］．中国临床医生杂志，２０２１，

４９（３）：３０９３１２．

［２５］裘静英，董志春，王瞡．参芪降糖颗粒联合阿托伐他汀对２型

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胰岛 β细胞功能、胰岛素抵抗和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９，３７（７）：

１７２５１７２８．

［２６］李健，易勇，李娟．阿托伐他汀调脂治疗对冠心病合并代谢综

合征患者血脂水平及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影响效果分析

［Ｊ／ＣＤ］．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８，５（６７）：６８６９．ＤＯＩ：

１０．１６２８１／ｊ．ｃｎｋｉ．ｊｏｃｍｌ．２０１８．６７．０３６．

［２７］秦辉．阿托伐他汀对冠心病患者血脂达标的药理分析［Ｊ］．中

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２０，１２（２８）：１４４１４７．

［２８］付秀华，高源．阿托伐他汀（立普妥）对代谢综合患者胰岛素抵

抗的影响［Ｊ］．牡丹江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４）：３７３８．

［２９］袁永亮，杜癑，宋之臻，等．消渴丸中药成分与格列本脲协同作

用治疗糖尿病的生物分子网络机制研究［Ｊ］．中国药学杂志，

２０１９，５４（１２）：９７１９８０．

［３０］刘雪梅，赵恒侠，夏文阳．代谢综合征的病理基础与中医证治

研究进展［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３）：５６８５６９．

［３１］仝小林，何莉莎，赵林华．论“态靶因果”中医临床辨治方略

［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５６（１７）：１４４１１４４４．

［３２］王瑶瑶，李继安，于文霞．代谢综合征的中医临床诊治思路与

体会［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２０，１８（８）：１１９１２１．

［３３］闵珊，陈虹燕．健脾祛湿化痰法治疗脾虚痰湿型代谢综合征２８

例临床观察［Ｊ］．湖南中医杂志，２０２１，３７（２）：３７３９．

［３４］沈达．代谢综合征中医辨治探讨［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３，４１

（２）：１１７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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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范培蕊．血府逐瘀汤加减对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的影响评

价［Ｊ／ＣＤ］．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６）：１７４

１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２８２／ｊ．ｃｎｋｉ．ｃｎ１１９３３６／ｒ．２０１６．１６．１２６．

［３６］邢民军，康建录．补阳还五汤治疗气虚血瘀型代谢综合征的临

床观察［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２，１０（１４）：２６８２６９．

［３７］廖娟，任亢宗，张煦，等．实脾丹参饮治疗阳虚血瘀型慢性心力

衰竭合并代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观察［Ｊ］．中国处方药，２０２２，

２０（７）：１２３１２５．

［３８］李云楚，倪青．代谢综合征的中医辨证治疗研究概述［Ｊ］．环球

中医药，２０１５，８（４）：４９６４９９．

［３９］冯玉斌，杨万胜，张培红．从“浊毒”论治代谢综合征［Ｊ］．河北

中医，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１６２７１６２８．

［４０］倪旭．藿朴夏苓汤加减治疗脾胃湿热型高脂血症的临床疗效

评价［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

［４１］倪淑芳，杨万胜，冯会芳，等．补气化浊解毒汤对绝经后女性代

谢综合征肾虚浊毒型性激素水平和代谢指标的影响［Ｊ］．河北

中医，２０２１，４３（１０）：１６１０１６１５．

［４２］陈全福，杨荣源，叶焕文．从肝主疏泄论治代谢综合征［Ｊ］．新

中医，２０１６，４８（８）：２８９２９１．

［４３］刘代代．仝小林教授从肝论治代谢综合征的理论探讨和经验

总结［Ｄ］．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２０１５．

［４４］张静，郭宏敏．郭宏敏辨治老年代谢综合征经验［Ｊ］．湖南中医

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９）：１８２０．

［４５］韩晗，刘春华．刘春华从肝脾论治代谢综合征经验［Ｊ］．湖南中

医杂志，２０１８，３４（２）：３０３１．

［４６］彭金祥，姚祖培，郑晓丹，等．健脾化滞丸对脾虚湿滞证代谢综

合征患者肠道菌群及相关炎症因子的影响［Ｊ］．南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２０２３，４３（１）：５９６３．

［４７］王振强，马远新，张庆江，等．运脾化浊颗粒治疗代谢综合征疗

效观察［Ｊ］．微循环学杂志，２０２３，３３（１）：４３４７．

［４８］郑晓梅，代宏勋，黄宗文，等．补肾法治疗代谢综合征肾损害随

机对照临床试验 ［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１，３８（２１）：

４５１３４５１４．

［４９］陶乐维，陆灏．六味地黄丸对胰岛素抵抗小鼠糖代谢的影响及

其与骨钙素的关系［Ｊ］．上海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９，５３（８）：７７８０．

［５０］林瑜，韩海红，郑燕，等．固肾祛湿方联合西药治疗２型糖尿病

伴代谢综合征的疗效及对糖脂代谢、肾功能的影响［Ｊ］．新中

医，２０２２，５４（２４）：８１８６．

［５１］庄欣，杨洁，林慧娟．补肾通络法干预代谢综合征及其对

ＴＬＲ４／ＮＦκＢ炎性信号通路影响的临床研究［Ｊ］．江苏中医药，

２０１７，４９（４）：３５３７．

［５２］李慧，陆秋蓉，范旦，等．综述单纯穴位埋线疗法的疗效［Ｊ］．光

明中医，２０１６，３１（１６）：２４４４２４４６．

［５３］王安娜．基于蛋白质／代谢组学的针刺治疗脾虚痰湿型代谢综

合征的机制研究［Ｄ］．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２．

［５４］杨敏，谢政芸，余波．针药结合治疗肝胆湿热型代谢综合征的

疗效观察［Ｊ］．慢性病学杂志，２０２０，２１（１２）：１９２９１９３１．

［５５］王红英，刘筠．清瘀化痰饮配合西药治疗代谢综合征及对体重

指数的影响［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０，３１（８）：９８１９８２．

［５６］单鸣，赵书刚，谢书和，等．降脂排浊汤配合耳穴治疗代谢综合

征及对体重指数腰臀比和血压的影响［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２，３３

（４）：４２５４２７．

［５７］曾士林，金丽珍，杨宁，等．热敏灸治疗代谢综合征临床观察

［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１）：４０４３．

［５８］李贞，陈薇薇，潘圆圆，等．腹部埋线治疗老年人代谢综合征腹

型肥胖的临床疗效研究［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２２，１４（２５）：

８６８８．

［５９］刘明军，王之虹，张欣，等．运腹通经推拿法对单纯性肥胖症患

者脂肪代谢的影响［Ｊ］．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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