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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疗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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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医综合疗法治疗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临床效果，以期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５
月到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０例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为研究对象，分成２组，对照组１０５例，予西医治疗，治疗组１０５例，予中
医综合疗法治疗，观察治疗后在相关指标变化。结果：疗效上，对照组痊愈率４８５７％、总有效率８４７６％；治疗组痊愈率
６８５７％、总有效率９１４３％，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后在腹痛、腹泻、腹胀、大便性状异常、ＨＡＭＡ
评分积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治疗后２组间以上指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２组治
疗后在大便次数恢复正常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０５）。结论：中医综合治疗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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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多数是由于轮状病毒引
起，好发于秋冬季节，是婴幼儿腹泻的重要原因，临

床表现为发热、呕吐、白色稀水或蛋花样便，重者伴

有水电解质紊乱，危及患儿生命。在治疗上以微生

态疗法和护屏疗法为主，但疗效往往不甚满意。本

次研究就通过观察中医综合方法治疗秋季小儿消化

不良性腹泻的疗效情况，以期选择最佳的方法，以期

提高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到２０１４年５月
２１０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为研究对象，分成 ２
组，对照组１０５例，男６１例，女４４例；年龄最小５个

月，最大３岁，平均（１６±０５）岁；病程最短３ｈ，最
长４ｄ，平均（１２±０４）ｄ；合并脱水１５例。治疗组
１０５例，男 ６０例，女 ４５例；年龄最小 ６个月，最大
２９岁，平均（１５±０４）岁；病程最短４ｈ，最长５ｄ，
平均（１４±０５）ｄ；合并脱水１７例。２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诊断标准符合《小儿实用儿科
学》诊断标准［１］，即腹泻、腹胀、食欲不振、大便次数

增多等症状，实验室检查中大便常规为少量脂肪球、

无红白细胞，无脱水中毒症状，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排除伴中度以上脱水，

排除严重营养不良或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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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操作中存在破损、创伤、瘀血等过敏者。

１２　方法　对照组予思密达［益普生（天津）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６９０］，１岁以下为１袋，１
～２岁为１～２袋，２岁以上２袋，分３次服用。妈咪
爱（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３７）１
袋／次，分２次服完。治疗组予中医综合方法治疗。
予自配止泻方（药物组成有太子参１０ｇ、葛根１０ｇ、
黄芩１０ｇ、茯苓１０ｇ、白术５ｇ、藿香５ｇ、苏叶５ｇ、黄
连５ｇ、木香５ｇ、甘草３ｇ、诃子５ｇ），日１剂，取汁５０
ｍＬ分２次服完。热重苔黄者加金银花、连翘、柴胡
各５ｇ；腹痛加白芍、延胡索各５ｇ；恶心呕吐加生姜、
陈皮、半夏各５ｇ；咳嗽加乌梅、五味子各５ｇ。加用
推拿法，方法有推腹法，双手掌摊开，拇指和其他四

指垂直在一个平面，用拇指指腹从剑突向下推腹至

下腹部约５０～１００次。揉腹法，掌心向下贴于腹部，
逆时针轻柔５０～１００次，促进胃肠道润滑；推背法，
双手掌展开，四指并拢，拇指分开，以拇指指腹贴于

患儿脊柱两旁，从下而上推，推至脊柱两侧皮肤微红

发热为准。选用鱼腥草注射液（焦作市康华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４１０２１７４４）１ｍＬ／ｋｇ和双黄连粉
针剂（哈药集团中药二厂，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４００４４）６０
ｍｇ／ｋｇ混合稀释后经直肠给药。用导尿管插入约１０
ｃｍ左右以上混合液，保留１５ｍｉｎ为灌肠成功。
１３　效果评定　参考相关文献［２］进行疗效评定：痊

愈为用药１～２ｄ后大便次数减少每日１～２次，或
恢复正常，大便性状正常，临床症状消失；有效为用

药２～３ｄ后大便次数减少至每日２次，大便性状好
转，水分明显减少，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无效为用药

４ｄ以上腹泻次数或大便性状无好转，临床症状无改
善。另外观察治疗前后在腹痛、腹泻、腹胀、大便性

状异常等症状积分改变情况，依据症状轻重分成无、

轻度、中度、重度，计分分别为０、１、２、３分。观察在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ＨＡＭＡ）计分情况，观察大便次
数恢复正常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大便性状恢复

正常时间、住院时间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Ｐ＜
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对２组疗效进行比较，对照组
痊愈率４８５７％、总有效率８４７６％；治疗组痊愈率
６８５７％、总有效率９１４３％，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　对２组临床症
状积分和ＨＡＭＡ评分进行比较，２组治疗前后在腹
痛、腹泻、腹胀、大便性状异常、ＨＡＭＡ评分积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间
以上指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
见表２。
２３　２组治疗后相关指标比较　对２组相关指标
进行比较，２组治疗后在大便次数恢复正常时间、体
温恢复正常时间、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２组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χ２ Ｐ值

例数 １０５ １０５
痊愈例数（％） ５１（４８５７） ７２（６８５７） ７３４１ ＜００５
有效例数（％） ３８（３６１９） ２４（２２８６） ５６３５ ＜００５
无效例数（％） １６（１５２４） ９（８５７） ６３１２ ＜００５
总有效率 ８４７６ ９１４３ ６３４３ ＜００５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值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值
治疗后

ｔ
治疗后

Ｐ值
腹泻 ３１２±０５１ １７８±０４２ ６４３３ ＜００５ ３１５±０５３ １０１±０３４ ７４６６ ＜００５ ６３５６ ＜００５
腹痛 ３１３±０４５ １３２±０３１ ５２４５ ＜００５ ３１７±０４７ １０１±００７ ６４５３ ＜００５ ６３５５ ＜００５
腹胀 ３２４±０５２ １６８±０４１ ６２４４ ＜００５ ３３２±０５５ ０９４±０２４ ５９４４ ＜００５ ５８８６ ＜００５

大便性状异常 ３７６±０６７ １７４±０５６ ４６７５ ＜００５ ３８１±０６９ ０９７±０４７ ６２４５ ＜００５ ５５５５ ＜００５
ＨＡＭＡ评分 １８２３±４２３ １１３３±４１２ ５２４５ ＜００５ １８６３±４２５ ８４５±３２３ ５２３４ ＜００５ ５２８４ ＜００５

表３　２组治疗后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ｔ Ｐ值

大便次数恢复正常时间（ｄ） ２１２±０７８ １０７±０５２ ６７６４ ＜００５
体温恢复正常时间（ｈ） １７４５±４１３ １１２４±３１４ ５９９７ ＜００５

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时间（ｄ） ３８７±１０３ ２６７±０９４ ６２６７ ＜００５
住院时间（ｄ） ５２４±１３５ ３７５±１０１ ５２５６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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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小儿腹泻又称肠炎，好发于夏秋季，大多数急性

腹泻由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病儿每天的大便次数超

过３次，大便呈稀水样，黏液样或脓血样，有时还伴
有发热、恶心、呕吐等症状。由于频繁腹泻和呕吐，

病儿体内丢失了大量水分和电解质，因而可发生脱

水。脱水时常表现为尿少，眼窝凹陷，哭无泪，皮肤

干燥和体重下降，严重的出现嗜睡、烦躁等，小儿腹

泻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较为常见［３４］。小儿腹泻往

往发病急，长时间的腹泻和呕吐，让年轻家长害怕而

不知所措，没有及时给孩子补充水分以预防脱水。

及时补充体液是治疗小儿腹泻的关键［５６］。秋季小

儿消化不良性腹泻属于小儿腹泻中较为常见的疾病

类型，究其发病原因是轮状病毒侵犯小肠黏膜、小肠

绒毛细胞结构破坏、脱落、肠道水电解质失调，吸收

障碍后造成腹泻［７８］。中医学认为此病属于“泄泻”

范畴，是由于小儿“脾常不足”复感风寒，致脾胃受

伤，水反为湿，谷为滞，故致泄泻［９１１］。在本方的自

拟中药中，太子参益气生津，苍术、白术、茯苓等健脾

化湿，葛根、黄芩、黄连等清热解毒、燥湿止泻，苏叶

芳香化湿，木香理气健脾，诃子涩肠止泻，甘草调和

诸药。全方共奏健脾助运、利湿止泻作用［１２］。从现

代药理学上看，该方能降低肠道内皮ｃＡＭＰ活性，减
少水钠分泌，降低水分含量，能水解菌毒素；能激活

肠道免疫系统，特别是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提高吞噬

和补体功能，促使肠道内 ＳｉｇＡ含量升高，也能提高
肠道黏膜酶活性［１３］。

双黄连粉剂中主要成分是金银花、连翘、黄芩

等，鱼腥草注射液则是鱼腥草素，在本次研究中采用

灌肠方式，促使药物在结直肠中充分吸收，能直接抑

制和杀灭病毒，消除病原作用。能促进肠黏膜细胞

再生作用，抑制浆液分泌，解除平滑肌痉挛，能减少

肠蠕动，促进水电解质再吸收，从而达到止腹泻作

用［１４］。

推拿治疗小儿消化不良腹泻，是以阴阳五行为

指导，以脏腑经络为核心，通过手法从而达到疏通经

络、调节气血、祛邪扶正、调整脏腑目的。通过推拿

法、揉腹法、推背法等健脾胃、消食化滞、清小肠利小

便而实大便，达到运脾止泻作用［１５］。现代医学认

为，推拿能通过神经、体液、反射性提高防御功能，且

推拿后释放出某些化学物质，改善血液循环，加速致

炎物质和酸性代谢产物清除。研究称，推拿能促使

损伤小肠黏膜修复，炎性反应吸收等效果［１６］。研究

称，揉腹法、推背法能促使大脑皮层植物神经活动得

到改善，促使消化液等分泌增加，活跃造血功能，调

节机体酶活力，改善小肠重吸收功能［１７］。

结果显示，运用中医综合方法治疗后，患者在总

疗效上明显提高，且在腹痛、腹泻、腹胀、大便性状、

ＨＡＭＡ评分和大便次数恢复正常时间、体温恢复正
常时间、大便性状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上均有改

善，这再次时间中医综合治疗秋季小儿消化不良性

腹泻临床效果是显著有效的。且中医治疗无不良反

应，安全性高。但对于小儿腹泻合并有严重脱水、电

解质紊乱和推拿等方法不合适，此时就需采用西医

补液等对症处理。思密达虽然对小儿腹泻疗效明

显，但存在便秘、大便干结等并发症，故限制该药物

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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