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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利水汤治疗肝硬化合并自发性腹膜炎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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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解毒利水汤治疗肝硬化腹水合并自发性腹膜炎"()*#疗效$ 方法!将 +" 例 ()*患者分为治疗组 "# 例%对照

组 %, 例%两组均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加用解毒利水汤口服%疗程 % 周$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

和 #"&#-/%有显著性差异"!0'&'##&治疗组症状'体征'肝功能指标'腹水感染指标治疗前后比较及两组间治疗后比较%差异

均有显著性意义"!0'&'# 或!0'&'$#$ 结论!解毒利水汤联合治疗 ()*见效快%有效率高%明显优于单用西药者$

关键词!解毒利水汤&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腹水

中图分类号!1%+#&-"

2

$!!文献标识码!)

!!我科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自发性腹膜炎

!()*#"# 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现分析报告

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例患者系我科 %''- 年 $ 月 3

%''4 年 + 月住院病人$其中男性 .. 例$女性 $4 例"

年龄 ." 3-% 岁$平均 #%&# 岁"乙肝后肝硬化并自发

性腹膜炎 #. 例$酒精性肝硬化并自发性腹膜炎 4

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 "# 例$对照组 %, 例$两组年

龄&性别&病情&临床表现&腹水检查&血常规等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5'&'##$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肝硬化的诊断参考'病毒性肝炎

防治方案(

)$*

$()*的诊断参考 $4,, 年全国腹水学

术讨论会制定的'肝硬化腹水并发自发性腹膜炎的

诊断参考标准(

)%*

+

!

有轻重不等的腹膜炎的表现$

即发热&腹痛&腹部压痛等表现"

"

腹水检查符合急

性炎症改变$6)75#'' 8$'

+

9:$*;<5%#' 8$'

+

9:

或腹水检查 6)7于 $'' 3"'' 8$'

+

9:之间$<5

#'/"

#

腹水细菌学检查阳性"

$

腹水涂片见脓细

胞% 具备上述任何两项即可诊断$但需除外继发性

腹膜炎&结核性腹膜炎及癌性腹膜炎%

$&"!疗效标准!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肝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腹水常规生化恢复正常$腹水细菌培

养阴性% 有效+临床症状体征&血生化&腹水常规生

化&腹水细菌培养&血液细菌培养$有一项或若干项

改善% 无效+上述各项无改善或恶化%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在保肝&对症&支持治疗

的基础上$均给予二联抗生素治疗$抗生素以第三代

头孢菌素&广谱青霉素类与
%

内酰胺酶抑制剂组成

的复合制剂及喹诺酮类为主!如头孢曲松&头孢派

酮9舒巴坦&哌拉西林钠9他唑巴坦钠&亚胺培南&左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或参照药敏试验选用药

物% 治疗组加解毒利水汤!大黄&黄连&红藤&猪苓&

泽兰&大腹皮&槟榔#口服$$ 日 $ 剂"大量腹水者加

牵牛子$黄疸明显者加茵陈&赤芍$腹痛明显者加香

附% 疗程 % 周$以观察比较其疗效%

$&#!统计方法!采用 (*(($"&' =>6?@A=BC统计软

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采

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结果

见表 $ 3.%

表 $!两组主要症状'体征变化情况比较

组别!$# ! 发热 腹痛 腹胀 腹部压痛

治疗组

!$ D"##

治疗前 %$ $, "$ $#

治疗后 .

"

"

.

"

%

对照组

!$ D%,#

治疗前 $- $. %" $%

治疗后 + , 4 .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0'&'#%

,.%,

!%&'()*&%+,-('. +/0-'1&0&+('. 23&(45464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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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肝功能'血常规指标比较"

$

7G"#

组别!$# !

HI?J9KL=J,:

M$

F:H9K,:

M$

F:)9N,:

M$

*HF!/# 6)7

治疗组

!$ D"##

治疗前 $$"&"4 G#$&-" "$-&#. G$.4&#' %4&". G.&#- "+&#. G.&$, #"+-&$- G%44#&$"

治疗后
.'&-' G$-&,#

%"

+$&#$ G%$&-.

%"

"+&4$ G%&$4

%

.+&%4 G.&,#

%

..$"&#. G%%%4&$$

对照组

!$ D%,#

治疗前 $%%&'% G#%&-4 %,4&#. G$".&+- %,&+% G.&$% ",&'- G+&$# #+4.&#' G"$."&$,

治疗后
+#&"' G$+&#-

%

-#&4" G%-&'%

%

"+&+$ G%&-%

%

..&,+ G-&"4

%

.#"'&$. G$4#.&''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0'&'#$与治疗前比较
%

!0'&'$%

表 "!两组腹水感染指标比较"

$

7G"#

组别!$# ! 6)7 *;< 细菌培养! 2# 李凡他试验! 2#

治疗组

!$ D"##

治疗前 ,-'&,4 G%-"&#+ #++&". G4#&++ $+ %4

治疗后
-"&$- G$4&'"

%"

%"'&4. G"-&#'

%"

"

"

%

对照组

!$ D%,#

治疗前 ,"+&-$ G%.-&%+ #,'&#- G$"%&-" $' %%

治疗后
$44&"+ G$4#&#+

%

%4-&.+ G--&$+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0'&'$$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0'&'#%

表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 $, 4 ,

--&$.

%

对照组 %, 4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0'&'#%

"!讨论

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患者严重的并发

症$其病死率高达 %'/ 3+'/$即使患者治愈$其 $

年内的复发率也高达 -'/左右)"*

% 目前认为 ()*

的主要发病机制是+

!

肝硬化患者常出现-短路循

环.$数目已经减少的OK>>PQ细胞与肝窦内皮细胞不

能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吞嗜和滤菌功能降低$细菌得

以从肠道经门静脉进入体循环"腹水调理活性降低

易发生腹腔感染%

"

肝硬化患者往往伴有门静脉高

压致肠壁血流缓慢$肠黏膜缺血缺氧影响肠道屏障

功能"肠道微生态失衡现象经常发生$需氧EM菌增

多%

#

细菌易位$即正常存在于肠道的细菌穿过肠

黏膜感染肠系膜淋巴结$继而通过肠淋巴循环进入

血液%

$

诱发因素+低蛋白血症&肠道及泌尿道感

染&上消化道出血&不恰当的应用抗生素造成菌群失

调等均可诱发本病).*

%

该病属中医学-鼓胀.范畴$认为本病是由于各

种病因导致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气血水停聚腹中$

复因邪毒壅滞所致$其病机复杂$本虚标实$以标实

为急$故急者治其标% 方用解毒利水汤清热解毒&活

血化瘀&利水除胀% 方中大黄攻下积滞$泻火解毒$

活血化瘀$凉血止血为君"黄连泻火解毒$清热燥湿"

红藤清热解毒$活血止血为臣"泽兰活血祛瘀$利水

消肿"猪苓利水渗湿"大腹皮&槟榔行气导滞$利水消

肿共为佐使%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黄有效成分具

有抗感染&抗内毒素&保肝利胆&解毒&促进肝细胞修

复$改善微循环及免疫调节作用"黄连具有抗菌&抗

病毒&清除内毒素&抗炎和提高机体防御机能的作

用"猪苓利尿作用明显$同时还具有保肝&调节免疫

功能及抗肿瘤)#*

% 红藤有效成分对多种致病菌均

有抑制作用$能抗自由基和预防动物腹腔内粘连"泽

兰具有改善微循环和强心利尿作用)-*

% 无论从中

医理论还是现代药理研究$均证明解毒利水汤非常

切合 ()*病情% 本组临床资料分析表明+解毒利水

是治疗 ()*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其疗效优于单

用西药组$且未发现增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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