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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健脾清热化湿方治疗脾虚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分析及前后肠镜改变的观察"来评析健脾清热

化湿方的临床疗效#方法!利用随机排列表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

例病例分成两组!治疗组
!"

例"予以健脾清热化湿方$对照

组
!"

例"予以柳氮磺胺吡啶%

&'&(

&#疗程均为
!

个月"结束后复查肠镜#结果!健脾清热化湿方对脾虚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

的临床症状具有明显改善的作用"总有效率达
)"*

"其临床疗效与
&'&(

对照组的临床疗效相比"无明显差异%

!

$

"+",

&#其

中对腹痛'粘液便等单项症状的改善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

"+",

&#通过部分病例前后肠镜复查结果发现"健脾清热化

湿方对改善肠道炎症"修复肠粘膜有较好的作用$结论!健脾清热化湿方能明显改善脾虚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症状$具

有一定的改善肠道炎症'修复肠粘膜溃疡的作用$该方为中药汤剂"服用方便"未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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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的炎性肠

病#以血性粘液便$腹痛$腹泻$里急后重为主要症

状#属中医学%泄泻&$%休息痢&等范畴'正虚邪恋#

本虚标实#寒热错杂是本证的基本病机演变过程'

脾虚为发病之本#湿热邪毒为致病之标且贯穿始终#

而湿热邪毒蕴结#壅滞肠中#脉络失和#血败肉腐#内

溃成疡是其局部病理变化'本文用健脾清热化湿方

治疗
!"

例脾虚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取效较为满

意#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收集符合诊断标准的脾虚湿热型溃疡

性结肠炎
%"

例#其中治疗组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病程
$

个月
!

$"

年'对照组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病程

%

个月
!

1

年'所有病例经曙光医院和松江方塔中

医医院门诊和病房收集而来'两组患者的年龄$病

程长短比较无明显差异!

!

$

"+",

"#具有可比性'

$+#

!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
#"""

年全国炎症性肠病学术研讨会的对

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建议'溃疡性结肠炎诊

断标准(根据临床表现及结肠镜检查!或"粘膜活检

支持$钡剂灌肠检查#可诊断本病'

$+!

!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脾虚湿热证'主症(粘液脓血便#里急后重#腹

痛灼热#腹胀#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次症(肛门

灼热#溲赤#发热#纳呆恶心#疲乏无力#腰膝酸软#头

晕耳鸣#关节痛#发热'

$+/

!

分组及用药方法

利用随机排列表将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随机分

成二组'治疗组
!"

例#予以健脾清热化湿方#每日

$

剂#

$

个月为一疗程#共治疗
!

个疗程'健脾清热

化湿方组成(生黄芪
,"

2

#仙鹤草
!"

2

#白茅根
!"

2

#

白芍
!"

2

#苦参
$"

2

#徐长卿
$"

2

#红藤
!"

2

#厚朴

$"

2

'泻后不爽#粘冻尤甚者#加黄连
,

2

)腰膝酸

软#疲乏畏寒者#加川断
$#

2

)两胁胀满#心烦口苦

者#加柴胡
$"

2

'

对照组
!"

例#予以柳氮磺胺吡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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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分
/

次服用#待病情稳定后予维持量
#+"

2

*日#

$

个月为一疗程#共治疗
!

个疗程'治疗期间

不再予任何相关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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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症状评分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

.制定的评

分标准#以腹泻$脓血粘液便$腹痛$里急后重等主

症#肛门灼热$纳差$疲乏$关节痛$发热等次症作为

评分症状#每个症状严重程度依次分为轻度$中度$

重度'无症状者计
"

分#轻度症状者计
$

分#中度症

状者计
#

分$重度症状者计
!

分)主症积分翻倍'

$+%

!

临床疗效评估标准

$+%+$

!

综合疗效判定指标
!

参照
#"""

年全国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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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肠病学术研讨会制订标准'完全缓解(临床症状

消失#结肠镜检查发现粘膜大致正常)有效(临床症

状基本消失#结肠镜检查发现粘膜轻度炎症或假息

肉形成)无效(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内镜及病理检查

结果均无改善'

$+%+#

!

证候疗效评定标准!

$

"

!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临床痊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

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
&

),*

)显效(临床症状$体

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
&

."*

)有效(临床症

状$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
&

!"*

)无效(临

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

#

!

结果

#+$

!

临床疗效分析

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

例#有

效
$,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达
)"*

)对照组相应

为
$,

$

$/

$

$

例#

)%+.*

'经统计#二者临床总疗效无

明显差异'从各单项症状来看#本方对粘液便和腹

痛两项症状的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对于腹泻$血便

和里急后重等主症的疗效#治疗组和对照组则无明

显差异'

#+#

!

治疗前后肠镜比较

由于
!

个月的治疗时间较短#患者愿意再次检

查肠镜的依从性较差#所以仅部分病例复查肠镜'

治疗组复查
$$

例#其中
.

例复查结果显示原病变处

肠粘膜轻度充血$水肿#可见溃疡疤痕#

/

例仍见粘

膜点状出血糜烂及散在小溃疡)对照组复查
)

例#其

中
%

例肠粘膜见轻度充血$水肿#未见溃疡灶#

!

例

仍见部分肠粘膜出血糜烂#小溃疡形成'由于病例

数较少#不做统计学分析'

!

!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的炎性肠

病#临床上大肠湿热兼脾胃虚弱是最常见类型'多

因素体脾胃虚弱#又因饮食不节使秽浊之邪滞于肠

道#生湿蕴热#故治当调补脾胃#清利湿热'与此同

时#本病由情志失调而引发的#大都是在脾气素虚或

本有食滞$湿阻的情况下随触而发'由于该病的病

因复杂多样#病情多迁延日久#都存在着正虚邪实$

虚实夹杂的病机特点'即使在急性期#患者泻痢赤

白脓血$腹痛$里急后重#也应当顾及脾胃虚弱之本'

故治疗上当攻补兼施#除调理肠腑外#还当从脾胃肝

肾入手#注重整体调理'本方重用黄芪#乃取其益气

升阳$托毒生肌之功'仙鹤草#收敛止血#而且益气

健脾之功显著#黄芪得之相助#治久泻久痢最为适

宜'白茅根#清热利尿$凉血止血#与仙鹤草相须为

用#以增强凉血止血之功'白芍#益脾阴而摄纳至阴

耗散之气#以养肝阴而柔刚木桀骜之威#故为柔肝养

血$止痛的常用药'苦参#佐以徐长卿祛风除湿$行

气活血#二者清下焦湿热#利湿别浊#故治肠风便血

最为相宜'红藤与苦参$徐长卿等燥湿药合用#其舒

筋活络之功尤著'厚朴#既能行肠胃气滞#又可燥湿

健脾'诸药合用直达手太阴脾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共奏健脾益气$清热化湿之功#对于脾虚泄泻$下利

脓血$腹痛腹胀之证#甚为合适'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免疫功能异常是慢性非特

异性溃疡性结肠炎之关键#细菌感染是其重要诱因#

结肠粘膜炎症和溃疡是其主要的病理改变'补脾益

气药能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消除炎症内在的发病

因素)清热燥湿药能抑菌$抗炎$促进溃疡修复#从而

缓解症状#促进其恢复'而且清热解毒药不单纯在

于抗细菌$抗病毒#而是对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进行

精密协调#取得同一类型的调节方式#由此抑制炎症

介质合成释放#改善炎症与组织损害'

此外#溃疡性结肠炎可伴有多种肠外表现#包括

外周性关节炎$结节性红斑$巩膜炎$反复口腔溃疡

等'在本次病例收集中#共有
$)

例出现关节疼痛#

或为局部#或为全身#其中
$

例伴发强直性脊柱炎)

未见其他明显的肠外表现'此由于外感湿邪#日久

不愈#邪留经络关节#郁而化热#闭阻经脉#导致气血

郁滞#不通而痛'本方中重用黄芪$仙鹤草等补脾之

剂#盖土强可以胜湿)苦参配合徐长卿祛风除湿$行

气活血#二者清下焦湿热#流利经脉#使热散湿除#则

脏腑气血得以相和)红藤与苦参$徐长卿等燥湿药合

用#使其舒筋活络之功尤显'诸药合用#达到健脾清

热化湿之效'

健脾清热化湿方的药物组成从性味$功效而言#

具有显著的健脾益气$清热解毒$化湿降浊$理气和

营之效)从现代药理研究的角度#其调节免疫$抑菌

消炎$促进溃疡修复等作用也得到了有效的证明)从

肠镜表现来看#本方对改善肠道炎症$修复肠粘膜溃

疡有较好的疗效'综上所述#健脾清热化湿方治疗

脾虚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经临床应用能明显改善

临床症状#减轻肠道炎症#对肠粘膜溃疡有较好的修

复作用#且安全无毒副作用'对于本方的具体作用

机制及确切疗效#有待于通过今后的动物实验研究

及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采集来加以探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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