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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抗汤治疗免疫性不孕症的临床研究

吴难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南京市姜家园121号，210011)

摘要 目的：观察抑抗汤治疗免疫性不孕症的临床疗效。方法：测定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抗精子抗体(AsAb)、宫颈黏液抗精子抗

体(AsA)改变情况及观察患者妊娠情况。结果：抑抗汤使AsAb、AsA不孕症患者在治疗后转阴，并有促进妊娠的作用，治愈率

达52．08％，与对照组相比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结论：抑抗汤对免疫性不孕症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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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linic effectiveness of Yikallg tang for the treatment of immune infertility．Methods：Antispenn an-

tibedy(AsAb)levels in serum and in cervical mucus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increase of pregnancy Was recorded after

treatment．Results：Besides negative appearance of A8Ab in some 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Yik肌g tang promoted pregnancy with the sta-

tistically higher effective rate of 52．08％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O．01)．Conclusion：Yikang tang has satisfactory

curative effects on immune in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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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数据，2004年

中国育龄妇女6312万，其中5％一8％患有不孕症，而

不孕症中10％为原因不明不孕症，其中2／3推测为与

免疫和胚胎着床困难有关⋯。女性血清和生殖道中存

在的抗精子抗体(Antisperm Antibody，AsAb)是造成自

身免疫性不孕的重要原因，对此病西医运用免疫性治

疗，但疗效不理想，且副作用较大。笔者试从中医理论

出发，以自拟抑抗汤治疗本病在临床取得较好疗效，现

总结如下。

l资料与方法

L l一般资料门诊患者75例，随机分为治疗组48

例，对照组27例。治疗组48例，年龄25—44岁，平均

(29．28-'2．12)岁；病程l一8年，平均(3．94±1．86)

年；AsAb检测，血清阳性者(AsAb)28例，宫颈黏液

(AsA)阳性者11例，两者均阳性者9例；原发性不孕

20例，继发性不孕28例。对照组27例，年龄25—4l

岁，平均(28．07±2．10)岁；病程l一9年，平均(3．12±

1．04)年；AsAb检测，血清阳性者lO例，宫颈黏液阳性

者11例，两者均阳性者6例；原发性不孕9例，继发性

不孕18例。2组患者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

比性。2组男方抗精子抗体检查阴性，精液常规基本

正常。

1．2诊断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订的《中医

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心】，临床及各项检查排除其他因素

引起的不孕：1)妇科检查无异常；2)B超检查盆腔无

明显异常；3)基础体温双相；4)内分泌学基本正常；

5)双侧输卵管通畅(输卵管碘油造影证实)，血清或宫

颈黏液抗精子抗体阳性。

2治疗方法

2．1 观察项目 用药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在患者排卵期检测血清抗精子抗体(AsAb)、

宫颈黏液抗精子抗体(AsA)，用药1个疗程后复查，若

已转阴则停止治疗，未转阴者进行2个疗程或3个疗

程治疗，结束后复查。

2．2方药及服法治疗组口服抑抗汤，药物组成：炒

当归109，赤芍109，白芍109，生地黄109，山药109，山

茱萸肉69，菟丝子lOg，醋柴胡69，生甘草39等。每日

l剂，早晚2次服。对照组用地塞米松0．75mg，日1次

口服；维生素C lOOmg，日1次；维生素E 200mg，日1

次，30天为1个疗程，观察l一3个疗程。2组均于经

净后3天开始服药，至月经来潮前3天停药。2组在治

疗期间不用与本病有关的其他中西药，并都采用工具

避孕，待AsAb转阴后停止避孕。

2．3统计学方法采用x2检验及￡检验。

3结果

3．1疗效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口1制

订如下标准：AsAb与(或)缸A转阴，停药后1年内妊

娠为治愈；AsAb与(或)AsA转阴，或滴度下降，停药后

1年内未孕为好转；治疗3个疗程AsAb与(或)AsA未

转阴，停药后1年内未孕为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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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治疗结果

3．2．1 2组AsAb AsA治疗前后比较见表1。治疗

组与对照组转阴率比较，P<O．01，具有极显著性差异。

组间比较，治疗组AsAb转阴率明显高于AsA及AsAb

+AsA的转阴率，P<0．01。对照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P>0．05。

表1 2组AsAb舢A治疗前后比较

11 AsAb阳性AsA阳性ABAb+舢A均阳性

3．2．2 2组妊娠率比较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2。

表2 2组妊娠率比较

3．2．3 2组用药时间与疗程的比较治疗组与对照

组比较，P<O．05，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3。

表3 2组ASAb AsA转阴所需时间及平均治疗

疗程比较(；±5)

3．2．4副作用比较治疗组48例在服药过程中有2

例服药第2天时出现轻度腹痛及腹泻，但继续服药后

症状消失。对照组27例中5例出现食欲增加，体重增

加，2例月经失调，1例面部痤疮。但均坚持用药至疗

程结束。

4讨论

免疫性不孕症，中医学认为首先与肾有关。肾为

先天之本，藏精气，主骨生髓，肾中精气的盛衰，主宰着

人体的生长发育及生殖功能的成熟与衰退，肾精充足，

则骨髓化生有源。现代医学认为骨髓是免疫系统的中

枢免疫器官，是免疫活性细胞的发源地及分化成熟的

微环境，在免疫应答及免疫调节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

只有在肾的涵养下，免疫系统才能发挥正常的免疫调

节功能。再者，肾为五脏之本，化源于肾精的元阴元阳

之气激发和推动全身组织器官的生理活动，元阴元阳

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以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平衡，发

挥免疫系统的自稳作用。经过多年的中西结合肾本质

的研究，表明肾虚具有不同程度的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皮质(HPA)功能低下，益肾药物能有效

地改善HPA轴的功能H]，而HPA系统对免疫功能起

着重要的稳定调节作用。还有研究表明，免疫功能减

退表现为肾阳虚，免疫功能异常增高表现为肾阴虚∞】，

因此，AsAb阳性所致的不孕多责于肾阴不足。肾阴不

足，虚火内生，或引动肝火，火灼血瘀；正气既虚，经行、

产后、人流术后或房事不洁皆易感染邪毒，湿热内侵，

冲任阻滞；瘀久化热，与湿热之邪相并，更为消灼肾阴。

肾虚胞脉失养，无以摄精成孕；瘀血湿热内阻，冲任不

得相资，更艰于妊娠。故本病以肾阴不足为本，瘀血湿

热为标。治疗从补养肝肾着手，兼以活血清热利湿。

方中选当归、白芍、生地黄、山茱萸肉、山药滋补肝肾阴

血、平肝清热，抑制免疫功能亢进【6一¨；菟丝子平补肾

阳以阳中求阴，增加T细胞的比值，抑制免疫功能亢

进旧1；当归、赤芍、柴胡理气活血，抗炎、降低毛细血管

通透性、减少炎症渗出及促进吸收，抑制体液免疫功能

亢进，促进清除沉积的抗原抗体复合物p’1州；生甘草

清热解毒、调和诸药，并补益后天以旺先天，其类皮质

激素样免疫抑制作用，可抗过敏消炎¨1|。除了调节免

疫功能外，补肾中药尚能促进卵泡发育，提高卵子质量

及子宫内膜容受性，有利于妊娠。相对于有负反馈抑

制垂体和卵巢作用的类固醇药物，中药体现了整体调

节及双向免疫调节的优势，妊娠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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