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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博士达药业

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与疗效评价研究进展

$

!王磊!张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

摘要!通过对近十年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研究及疗效评价的总结!以期从中发现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及与疗效评价的相关性

及规律性!从而为肝硬化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指导!进一步使疗效评价规范化!国际化"

关键词!肝硬化#生存质量#疗效评价#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疾病#在我国由病毒性肝炎

引起的肝硬化居首位$ 肝硬化一般起病缓慢#症状

隐匿#病程缠绵#并发症较多#多为不可逆性#故当前

的治疗重点为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寿命$

生存质量!+,-./0123./34#567" 是896提倡的

健康新概念%&人在躯体上精神上及社会生活中处

于一种完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患病和衰弱'

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

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转变的体现$

生存质量评估通过对患者躯体感觉及功能(心理状

态(社会职能及疾病本身和治疗所致的症状和体征

诸方面所作的综合评价!包括患者对以上诸方面的

自我评价"#从一个新的角度评定治疗效果$ 同以

往传统疗效评定标准不同#它更重视患者的主观感

受#而不是仅仅将临床客观指标作为评价标准$ 对

患者的生存质量评估已成为临床疗效评价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

;2<等)=*提出生存质量研究在医学领域有 ) 方

面应用%!="人群健康状况的测量+!""资源利用的

效益评价+!$"临床疗法及干预措施的比较+!)"治

疗方法的选择与决策$ 后两条更为重要#即用于药

物疗效和治疗方案的评价和选择$ 通过对患者在不

同疗法或措施中生存质量的测定和评价#为治疗与

康复措施的比较提供新的结局指标$ 生存质量测定

方法常见的有 ) 种%!="量表法+!""数量估计法+

!$"配对比较法+!)"目测或图示类比分级法$ 常用

有效工具即生存质量问卷!量表"$

=!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生存质量问卷

!量表"从各个不同方面对肝硬化患者的生存质量

进行调查研究$ 刘氏)"*对 >& 例肝硬化患者进行生

存质量评定问卷!?567"进行测试#调查分析表明#

肝硬化患者主观满意度较差#在生存质量的各个方

面#患者对自己健康和身体状况评价最低#不同社会

经济因素在躯体维度方面无差异!!@#A#&"#但在

其他维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B#A#& 或!B#A#="

$ 刘氏等)$*对 &# 例肝硬化患者心理问题的研究表

明%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C;7:D# 的 D 项症状因子

中#除人际敏感! EF" (精神病性!G"外#余各症状因

子肝硬化组明显高于正常组#其中排在前四位的症

状因子依次为%躯体化!C" (强迫!6H" (焦虑!*" (

抑郁!I"#提示肝硬化患者精神卫生状况较差$ 用

艾森克个性问卷!JG5" 测评肝硬化组的神经质

!K" 分值显著高于正常组#而K分是衡量一个人情

绪稳定性的指标$ 周氏等))*采用疾病影响程度量

表! F/HLM4FF/NO-H0OP2"3/.4#CEG" 和自行设计的一

般情况调查表对 '" 例肝硬化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表

明%肝硬化患者疾病影响程度量表总分平均为

!&)Q=Q# R=&Q=D"" 分#''S患者认为生存质量一

般+影响生存质量的因素为年龄(经济状况(文化程

度(职业(生活自理程度(医疗费支付方式及疾病知

识掌握情况$ 常氏等)&*对 "## 例肝硬化患者生存质

量问卷 !?567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问

卷调查表明%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主客观评价分布

主要集中在躯体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维度无

一例达到极好$ 侯氏)'*等对 &# 例肝硬化患者及 $#

例健康人进行生存质量测定简表 !896567T

U%JV" 和社会支持量表调查%肝硬化组患者生存质

量和社会支持总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值均 B

#(#=" +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B

#(#=" +社会支持低的患者其生存质量也较低$ 李

氏等)Q*采用简明生命质量测定量表!CVT$'"对 ="#

例肝硬化患者进行测量#其结果表明与正常人群相

比#其生存质量在各方面明显下降#说明患者无论是

工作(生活(情绪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

响$ ;W/.X分级作为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的另一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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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影响因素#其主要作用于生理健康方面$ 而健康

相关生存质量!9%567" 是全面评估患者躯体(心

理(社会适应等方面总体健康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指

标#作为一项重要的观察指标#已广泛应用于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和临床工作中)>*

$

"!生存质量和疗效评价的关系

通过对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研究进展的总结#

我们认识到生存质量评估在肝硬化的临床疗效评定

中的重要作用$ 大量的临床及试验研究已表明#通

过对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控制肝硬化进一步发展等

治疗#患者自觉症状减轻(体质改善或可使部分失代

偿期的病人生存期延长$ 长期以来#对肝硬化患者

的治疗是否有效及如何评价以患者主观症状改善为

特点的疗效#即疗效标准的问题#一直是医学工作者

努力解决的目标$ 生存质量评定重在患者的自我感

觉$ 其主要评定内容涵盖了患者的自觉症状(体能

水平(心理状态(与周围人群包括家人及医护人员的

关系及社会因素对患者的影响和患者完成日常活动

的情况等方面$ 生存质量评定的内容与疗效的特点

方向基本一致#因此#能够从客观上较准确地评价疗

效$ 将其引入疗效的评定将有助于进一步确立疗效

评价体系$

$!生存质量疗效评价研究进展

肝硬化生存质量和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已有了大

量的研究$ 在我国大部分肝硬化患者是乙肝后肝硬

化#乙肝病人的生存质量与中医药疗效的研究对肝

硬化病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樊氏

等)D*通过单盲(随机(对照研究#>' 例慢性乙型肝炎

;9U患者被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为期

)> 周的治疗#&" 例试验组患者以拉米夫定加中药健

脾活血方药治疗#$) 例对照组患者以拉米夫定治

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血清 9UY:IK*水平(乙型肝

炎病毒血清学标志物变化以及对其生存质量进行评

估#治疗 )> 周后试验组与对照组均可不同程度地提

高患者生存质量!!B#A#& 或 !B#A#="#且试验组

除情感职能!%J" (精神健康!Z9" 外的多个维度

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在对乙肝病人生存质量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

建立肝硬化患者的评价方法及标准也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首先田氏等)=#*采用中西医结合对 )# 例

肝硬化腹水疗效观察#并以腹水减少#肝脾回缩#临

床症状#肝功能恢复#未复发时间等作为疗效评价标

准#结果表明%可以缓解患者症状#改善患者肝脏功

能#抑制或缓解肝组织的纤维化#从而延缓患者的生

存时间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贾氏)==*以芪术麝乌

汤治疗肝硬化腹水 )' 例临床观察表明#中医药疗法

可使临床症状改善快(提高远期疗效(降低腹水复发

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生存率等目的$ 证实了

中医药在对肝硬化患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罗氏

等)="*研究认为%理想的疗效判断标准可分为硬指标

!客观指标" #主要由医护人员来评判+软指标!主

观指标" #包括;U(567#主要应由患者及家属来评

判#两部分资料构成病例报告表格!;%V" $ 即以传

统的客观疗效评分为主#以 567评价为辅#前者是

基础和保证#后者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杨氏)=$*等认

为中医证候诊断与判效标准是目前中医药研究与发

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借鉴生命量表的产生理念(评价

方式#建立符合中医特点的证候诊断及判效标准#是

奠定高质量中医药临床研究的基础#进而推动中医

理论体系的发展$ 陈氏等)=)*根据心理学评定量表

及896生存质量量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 ))> 例

患者的测试#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考核#编制

中医肝脏常见四证! 肝阳上亢证(肝胆湿热证(肝火

上炎证(肝气郁结证"的评定量表$ 刘氏等)=&*认为

研制有别于西方医学生存质量量表和具有中医特色

的中医疗效测评量表#可以使广泛被人们接受的量

表测评的方法更好地为中医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价的

客观化和定量化服务$ 赵氏等)='*通过分析生存质

量在临床疗效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和生存质量在中医

领域的研究途径#认为应该研制能够体现中国文化

和中医特色的生存质量量表:中华生存质量量表$

并重点探讨了研制中华生存质量量表的中医理论基

础及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假设模式$ 而在大量

的临床实践研究中#通过把生存质量与疗效评价相

结合#更能具体的反映患者心理(生理及两者的相互

关系#为肝硬化的治疗及预后提供明确的标准$

)!结论

通过对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及疗效评价的系统

性的回顾#从中总结出生存质量在疗效评价中的重

要作用$ 在促进肝硬化患者康复方面#通过生存质

量测检证实主观症状有明显改善#能增强患者战胜

疾病的信心#使之以积极的心态对待疾病和生活+同

时影响生存质量的不利因素被检测出来#有利于医

生了解患者康复的需要#以采取适当的综合性的治

疗措施#促进其康复$ 建立肝硬化患者疗效评价的

体系#通过了解患者的这些痛苦与不适是否得以缓

解#作为疗效评价标准#并确定以后的治疗方法$ 一

个公正(科学的评判标准#客观公正地评价疗效$ 引

用现代医学的生存质量标准#同时制定其他参照指

,=',

江西中医药 "##D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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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不和则卧不安"辨治失眠研究进展

$

!呼兴华=

!邓沂"

!程蓉"

!!=A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Q&+"A甘肃中医学院!兰州 Q$####"

摘要!回顾近年国内从$和胃%入手论治失眠文献!从理论&临床&实验方面对$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一经典理论相关研究进行了

总结!以求论证$胃不和则卧不安%理论指导辨治失眠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胃不和则卧不安#失眠#中医药疗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中医称失眠为不寐#还有称&目不瞑'(&不得

眠'(&不得卧'等$ &胃不和则卧不安'#语出-素问

,逆调论.引-下经.原文#本为阐述足阳明胃气逆

致喘而不能安卧之机$ 后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

和发挥#其内容逐渐丰富完善#提出凡因脾胃不和#

痰湿(食滞内扰#出现&胃不和'#以致寐寝不安者均

属之$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理论(临床(实验等方面

对&胃不和则卧不安'理论指导辨治失眠的科学性

和实用性进行了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综述如下$

=!理论研究

=A=!文理研究!-内经.文字古奥#义理隐晦#而篇

章之间互有参考#以&经'释&经'不失为正确理解原

文经旨的有效方法$ 据-素问,生气通天论.言%

&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李氏等)=*认为&和'以谐和为

用#通过阴阳恒动相互消长的自我调节机制而使机

体趋于阴平阳秘的最佳稳定状态$ 反之#破坏了阴

阳的动态平衡#引起阴阳失调#脏腑功能运行失常#

此即为&不和'$

=A"!医理研究!&胃不和则卧不安'一语的理解较

之-内经.其他理论而言较为特殊#给后世医家较多

发挥的余地$ 李氏等)"*提出&胃和'应为&卧安'之

前提条件#临床实践要谨守病机#以&胃不和'为&卧

不安'之辨证法度(以&和胃'为&卧不安'之施治法

度$ 师氏)$*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是对因于饮食

不节(肠胃受损(胃气不和的不寐病理机制作出的高

度概括#尤其指出-内经.之&胃'#概括了现代临床

的脾(胃(肠三方面的功能#亦为从&胃'入手治疗相

关疾病扩展了应用空间$ 赵立凝等))*认为&卧不

安'与心胃!脾"关系更为密切#提出&卧不安'其标

在神!心"#&卧不安'其本在胃!脾"$

"!临床研究

"A=!病因病机!失眠的病因不外饮食劳倦(禀赋不

足(情所志伤(久病血瘀等#临床多以饮食劳倦最为

多见$ 其病理变化总属&阳不入阴'#阴阳失交$ 于

氏)&*提出&胃不和则卧不安'是躯体化障碍的症候

之一#并认为-内经.所引&胃不和则卧不安'#

%%%%%%%%%%%%%%%%%%%%%%%%%%%%%%%%%%%%%%%%%%%%%%

是指

标#共同作为评定临床疗效的标准#作为衡量整个治

疗观念的可靠基石#以保证治疗肝硬化时#作出严格

确切的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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