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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集作者40余年的临床、科研、教学经验与国内外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最新进展及中医历代医家
丰富经验融为一体的现代实用糖尿病专著。
全书共38章，第1～5章详细介绍糖尿病的历史沿革、中西医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6～16章系统阐述了糖尿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中医辨证、诊断标准、分型、综合治疗、预防措施；
第17～37章论述了糖尿病急性、慢性病变的综合防治；临床与并发症部分均附有病案；第38章介绍作
者从事糖尿病临床与科研的心得，汇集为“糖尿病中医辨证理论探索心得”旨在启迪临床、拓宽科研
思路，作为引玉之砖。
    本书特点以作者的临床、科研思路贯穿始终，注重中西医病症范畴的统一，力求将两套不同医学模
式有机结合，以提高知识层面和掌握实用技能为主要目的。
内容系统、丰富、翔实，富有实用性、科学性，能展示现代糖尿病领域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对拓宽
临床视野，启迪科研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适用于从事糖尿病临床、科研、教学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阅读与参考；也可作为基层医护人员继续教育
，更新知识，提高技能的教材；同时适用于具有阅读能力的广大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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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兰，浙江青田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
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糖尿病专病医疗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内科内分泌重点
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甲状腺
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知名
专家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会理事。
担任《医学研究杂志》、《中医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
国中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糖尿病之友》等多种杂志的编委和特约编审。
     
　　作者从事医疗、科研、教学40余年，积有丰富的经验，尤其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的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课题、“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课题10余项。
荣获国家（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科委、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等科技成果奖10余项。
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
撰写《糖尿病的中西医结合论治》、《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学》等专著，主编《中西医结合糖尿病研究
进展》，主审《现代中西医临床内分泌学》，参加《临床中药学》、《中医内科治疗学》等8部医学
著作的编写。
     
　　曾受外交部委派赴韩国、卡塔尔执行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疗任务。
多次参加欧美、东南亚等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糖尿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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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糖尿病并发症第十四章  糖尿病与妊娠  第一节  妊娠期糖尿病  第二节  糖尿病合并妊娠  第三节  糖
尿病妊娠中医的生理、病理  第四节  妊娠与糖尿病相互影响  第五节  糖尿病妊娠的管理  第六节  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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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第十九章  糖尿病高血压  第一节  糖尿病高血压的流行病学  第二节  糖尿病
高血压的发病机制  第三节  糖尿病高血压的病理  第四节  糖尿病高血压临床表现  第五节  糖尿病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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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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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基本物质代谢调节与糖尿病　　第二节 脂肪代谢与调节　　一、脂肪的生理功能　　脂
肪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结缔组织，含有大量脂肪细胞，密集的脂肪细胞在生命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脂肪是由1分子甘油和3分子脂肪酸结合组成的酯以及脂类物质（磷酸和固醇），又称甘油三酯（TG）
或三酯酰甘油。
　　（一）贮备功能　　脂肪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绝大部分存积于脂肪组织中。
在细胞内，脂肪主要以油滴状微粒存在于胞浆中。
各种组织内甘油三酯不断地更新。
外源性脂肪通过血浆运转，以游离脂肪酸形式进入脂肪细胞，再合成脂肪储存。
体内合成的内源性脂肪主要在肝脏中进行，也可通过血浆转运而进入脂肪细胞储存。
储存的脂肪不断降解，以游离脂肪酸形式进入各组织氧化利用，使脂肪代谢处于动态平衡。
总之，脂肪的功能主要是氧化供能，维持体温衡定，保护内脏器官和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脂肪组织还是机体的能源“仓库”，它具有双重作用：在进食后将多余的糖和蛋白质（主要是糖
），以甘油三酯形式储存起来。
饥饿时又动员脂库，分解甘油三酯以满足机体对能量的需要。
19脂肪在体内完全氧化所释放的热量为37.8kJ（9kcal），是19糖或19蛋白质氧化所释放的能量（4kcal）
的2倍多。
全身组织除脑和红细胞外，约有一半热量来自脂肪。
糖虽是人体最理想的供能物质，但体内储存有限，肝糖原和肌糖原总共300～5009。
进餐后肝内糖原的储存大约仅能用6小时，必须靠糖异生来维持机体的需要。
这时候，蛋白质异生为葡萄糖，而脂肪的利用可大大减少蛋白质的消耗。
　　（二）脂肪的消化、吸收、转运　　脂肪的消化主要依靠消化道的脂肪酶，在小肠中通过胰液中
的脂肪酸和胆质酸盐进行。
食物中的甘油三酯在胆盐的作用下水解为甘油一酯、脂肪酸。
只有少数脂肪完全水解为甘油和脂肪酸。
消化过程中，磷酸和胆固醇酯也被消化分解。
在小肠壁细胞中吸收的脂质消化物又重新合成甘油三酯和磷脂，部分胆固醇与脂肪酸结合成胆固醇酯
。
部分甘油三酯与胆固醇酯形成小滴，表面覆盖以胆固醇、磷脂和蛋白质，即形成乳糜微粒。
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通过淋巴导管进入血液循环。
　　不论从肠道吸收的食物脂类、或由肝脏合成的脂类、及降解储存脂肪，都必须通过血液循环才能
输送到其他组织。
这些存在血浆中的脂类统称为血脂。
　　血脂主要包括：①甘油三酯、甘油二酯、甘油一酯。
外源性来自食物乳糜微粒，内源性来自肝脏合成；②磷脂；③胆固醇和胆固醇酯。
外源性胆固醇来自食物，内源性胆固醇主要在肝脏和小肠合成；④非酶化脂肪酸，即自由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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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医糖尿病学》主要介绍了中西医糖尿病历史、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西医糖尿病的病因病机、中医辨证、诊断、分型、综合治疗、预防措施、阐述糖尿病急、慢性并发
症的综合防治等，也包括作者40余年从事糖尿病临床与实验研究所取得的部分科研成果。
《现代中医糖尿病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今中西医结合糖尿病防治及其并发症处理的新进展、新理
论、新方法、新成果，因而其实用性很强，不仅是高年资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医师的一本好的参考书，
也是中初级全科医师学习中西医结合糖尿病防治知识的一本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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