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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多年前《灵枢·五变》

中记载：“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

瘅。”其意指：“先天五脏虚弱者

更易罹患糖尿病”，而这一观点和

现代医学认识到的糖尿病有一定的

遗传易感性相一致。

中医学认为，糖尿病属于津

液代谢病，而津液代谢与五脏功

能协调密切相关。只要有一个脏

器功能异常，就可能引发糖尿病；

糖尿病终末期会出现涉及多脏器、

多系统损伤的慢性并发症，这些并

发症涉及中医五脏，与中医五脏关

系密切。

受此启发，王幸栓早在大学

本科阶段便提出“五脏统治法”

治疗理念，并撰写相关毕业论文。

2006 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医五

脏统治法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初

诊 2 型糖尿病的可行性探讨”的

论文。

2007 年研究生毕业后，王幸

栓加入遂宁市中医院，他将“五脏

统治法”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应用

于糖尿病的临床治疗，创制五脏统

治方、愈疡灵等系列方剂，并进行

了相关观察。

观察结果显示，“五脏统治法”

对糖尿病前期及新诊断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效果较好，可延缓其发展，

部分早期糖尿病患者在五脏统治法

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后，获得了较

长时间的临床缓解。

此外，“五脏统治法”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延缓和治疗糖尿病慢性

并发症。这一方法不仅在理论上有

其独到之处，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

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例如糖尿

病足，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观察研

究，在‘五脏统治法’指导下，采

用中西医协同、内治和外治相结合

的治疗策略，大大提高了创面愈合

速度，从而使得许多患者避免了截

肢致残的状况，改善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预后。如今，我们创制了系

列处方，并确立了中西协同、内外

结合的治疗重要策略。”王幸栓如

是解释道。

2 型糖尿病的发展过程通常是

一个长期而缓慢的演变过程，它

会从最初的功能性失调逐步过渡

到器质性的病变。在这个功能失

调的阶段，中医药的治疗优势能

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因此王

幸栓建议，对于糖尿病的防治，

中医药及早介入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血糖明显升高已经进入器

质性病变的患者，王幸栓主张采

用中医药联合西医胰岛素强化治

疗，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整

体调治和胰岛素强化治疗快速改

善代谢紊乱保护残存胰岛功能的

各自优势，从而取得更好的临床

疗效。

任何新兴疗法在应用之初都难

免遭遇争议与挑战，“五脏统治法”

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也不例外。随

着临床实践的持续深化及研究的不

断推进，相关研究和专家共识为 2

型糖尿病胰岛素强化治疗提供了更

多依据和规范，《2 型糖尿病短期

胰岛素强化治疗专家共识》中明确

了胰岛素强化治疗的标准。这些理

论与医生们的实践经验不谋而合，

这一疗法逐渐被认可。在此过程中，

医生们也在临床实践中亲眼见证了

患者的显著疗效，促使他们的治疗

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进一步推动

了胰岛素强化治疗与中药治疗联合

应用的发展。

有一位早在 2008 年前后就接

受了中医“五脏统治法”联合胰岛

素强化治疗的患者，在停用所有药

物，仅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情况下，

血糖正常维持了 10 年。虽然最终

还是发展成了糖尿病，但患者的病

情得到了明显延缓。 “我们在总

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融合现

代医学技术的进步，通过中西协同

来进行理论和技术创新，力争在不

断降低医疗消耗的同时提高临床疗

效，从而满足民众健康需求，基于

此我们收获了民众的广泛好评。”

王幸栓表示，科室坚持“视病人如

亲人，待病人如客人”的价值观，

在待患如亲的同时，保持对医学的

敬畏，严格落实各项核心制度，保

证医疗安全。

历经多年努力，科室在王幸栓

的带领下先后获评为市级、省级重

点专科、省糖尿病防治协作中心等。

近年来，随着科室发展和社会需求

变化，科室诊治范围不断扩展，逐

渐从单一的糖尿病专科发展成为诊

疗范围涵盖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肾上腺疾病、妇科内分泌、痛风及

肥胖等常见内分泌代谢疾病的内分

泌代谢病科。

当前，人才缺乏是中医药领域

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方面，尽管中医药在民间

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认可，但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却面临着诸多挑

战。王幸栓认为，与现代医学的标

准化培养相比，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周期更长，且对个人天赋和学习环

境有着更高的要求。“现行教育体

系下，我们所接受的是西方现代科

学技术教育，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系统学习。”他提到，即使中医

药大学招收了大量学生，但真正坚

持并最终从事中医且成长为优秀中

医的人才却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中医药

也存在误解和分歧。王幸栓指出，

“一部分人过度夸大中医药的疗

效，坚信中医是无所不能的医学；

另一部分人则完全否定中医，认

为中医不科学，是心理安慰。这

种极端的文化氛围不利于中医药

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客观看待

和评价中医药的作用，承认其有

效但非万能。”他认为，中医并

非人们想象那样封闭，而是一门

开放的学问。

现代科学有许多先进的观点

和技术，中医都可以加以吸收和利

用，从中西融合的角度为人类健康

服务。“一个能把中医和西医都学

得比较好的人，治病的疗效一定优

于单纯学习西医或中医的人。”王

幸栓建议，建立中西医协同团队，

发挥各自优势，一体化服务患者。

遂宁市中医院也在尝试为中医药人

才培养提供新的途径和平台，从

2019 年开始，成为成都中医药大

学和川北医学院的研究生联合培养

点，联合招收研究生，推动教学、

科研和临床的共同发展。王幸栓认

为，中医药人才、西医人才以及中

西医结合的人才，这三者均须得到

充分培育与发展，实现协同合作，

不但有利于中医院的发展，更有利

于国家医学的发展。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应该找到

合适的切入点，把握好中医和西医介

入的时机，达成更为显著的协同治疗

效果。”王幸栓表示。

工作之初，王幸栓的目标仅是成

为一名优秀的中医医生，甚至对担任

科主任的职务持保留态度。“后来我

逐渐认识到，积极参与管理可以更好

地提升自己，更好地推进科室和医院

发展，更好地培养中医药人才，也才

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中医梦想，推动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在王幸栓开始

积极参与医院管理后，通过整个管理

团队的不断努力，在规范诊疗行为、

彰显中医特色、培养中医人才、提升

科研能力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是王幸栓对待职业的态度，

在指导研究生、管理院内规培生以外，

王幸栓还在院党委领导下主持推进了

中医人才项目“春苗计划”，为年轻

中医成长提供平台，激发了全院年轻

医生学习中医药的热情。“只有真正

热爱并享受自己的工作，才能在医学

事业中不断前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贡献力量。”王幸栓说道。

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

存环境，王幸栓积极参与中医药科

普工作。自2007年起，王幸栓就带

领科室坚持每月开展患者教育活动，

编写了遂宁市首本糖尿病防治科普

宣传小册子。如今王幸栓通过新媒

体平台和糖尿病患者微信群，向公

众传递健康科普知识和中医药养生

保健知识，让民众更加客观地认识

中医，了解中医，使用中医和热爱

中医。王幸栓透露，目前他正在撰

写一本“小书”，希望通过“小书”

来总结自己的经验，传播中医知识

和理念，助益民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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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防治糖尿病有着悠久

的历史，但传统方法主要基于“三

消辨证”，主要针对具有典型“三

多一少”症状的糖尿病患者。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糖

尿病发病率显著上升，部分患者在初期多

无典型症状，因此难以采用传统“三消辨

证”体系指导治疗。

在总结历代医家经验的基础上，四川省名中医、遂宁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

中医师王幸栓提出了“五脏统治法”的防治糖尿病的新观点，并以此为基础，

从零开始，推动了糖尿病科在临床、教学、科研、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

本
期
嘉
宾
：
四
川
省
遂
宁
市
中
医
院
副
院
长 

 

王
幸
栓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王幸栓带领团队查房王幸栓带领团队查房

王幸栓进行学术分享王幸栓进行学术分享

王幸栓 副院长王幸栓 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