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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地黄萸苓方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７年３月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收治的痛风性关节炎患者１０４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５２例。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地黄萸苓方治疗。２组疗程均为１４ｄ。比较２组治疗疗
效，主要症状积分、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变化、血清炎性因子变化。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６１５％）高于对照组
（７５００％）（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关节发热、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关节发热、关节肿
胀、关节疼痛积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红细胞沉降
率和血尿酸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ＩＬ１β、ＩＬ６和ＩＬ８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地黄萸苓方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且可降低血清炎性因子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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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Ｄ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ｙ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ｒｕ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ＧｕｏＸｕｅｘｉａ１，ＷｕＬｉｎｇｎｉ２，ＬｉａｎｇＸｉｕｚｈｅ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ｙａｒｔｈｒｉ
ｔｉ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ｓｅｒｕ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０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ｇｏｕｔｙ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２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Ｄ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１４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ＥＳＲ，ｓｅｒｕｍ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９６１５％）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５００％）（Ｐ＜００５）．Ｊｏｉｎｔｆｅｖｅｒ，ｊｏｉｎｔ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ｉｎｔ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ｆｅｖｅｒ，ｊｏｉｎｔ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ｊｏｉｎｔ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ＥＳＲ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ＥＳＲ
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Ｌ１，ＩＬ６ａｎｄｂｅｔａＩＬ
８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ｇｏｕｔｙ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Ｌ１β，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ｈ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Ｇｏｕｔｙ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１ｂｅｔａ；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ｓ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９５；Ｒ５９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０

　　痛风主要是嘌呤代谢异常，尿酸盐结晶在滑膜、
关节或者其他组织器官沉积所致的疾病，其临床表

现主要为痛风石沉积、痛风性肾病、急性痛风性关节

炎、关节功能障碍、关节畸形及高尿酸血症等，甚至

可能会致残疾［１３］。近年来痛风性关节炎发病率呈

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生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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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４］。目前，西医治疗痛风性关节炎尚无特效的药

物。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性关节患者取

得良好临床疗效，且临床用药安全性良好［５７］。本研

究探讨地黄萸苓方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

效及对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旨在能够为临床治疗

痛风性关节炎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期间收治的痛风性关节炎患者１０４例，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５２例。观察组女
２例，男５０例，年龄１８～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３５２±
５６７）岁，发病时间１～７０ｈ、平均发病时间（４４３２±
４１５）ｈ；对照组女３例，男４９例，年龄１９～６０岁、平
均年龄（４４０３±５４２）岁，发病时间１～７１ｈ、平均发
病时间（４３６７±４３６）ｈ。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依据《急性痛风关节炎分类标
准》［８］中相关诊断标准：１）痛风石用偏振光或者化
学方法证实含尿酸盐结晶；２）滑囊液检查示特异性
尿酸盐结晶体；３）１次以上急性关节炎发作。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痛风性关节炎诊断标准者；
２）发作病程７２ｈ内；３）年龄１８～６０岁；４）签署知情
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关节炎重度畸形、僵硬者；２）合
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３）精神疾病者；４）哺
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不能医嘱服用药物者；２）
中途退出治疗者，如严重不良反应导致不能继续服

药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美洛昔康（先声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４８６），７５ｍｇ／次，口服，
２次／ｄ；碳酸氢钠（四川福瑞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５１０２１６１４），０５ｇ／次，３次／ｄ。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服用地黄萸苓方：生地黄２０ｇ、山茱萸１５
ｇ、茯苓１５ｇ、黄芪２０ｇ、丹参２０ｇ、泽泻１５ｇ、桑寄生
１５ｇ、益母草１５ｇ，水煎服，口服，２次／ｄ，１５０ｍＬ／次。
２组疗程均为１４ｄ。
１７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评分
变化，包括关节发热、关节肿胀、关节疼痛。１）关节
发热：患者正常为０分，患者轻度无明显自觉热为３
分，患者中度伴自觉热为６分，患者重度伴自觉灼热
为９分；２）关节肿胀：患者正常为０分，患者轻度皮
肤纹理变浅为３分，患者中度皮肤纹理消失为６分，
患者中度皮肤紧绷为９分；３）关节疼痛：患者正常为

０分，患者轻度能忍受且不影响工作为３分，患者中
度会影响工作、生活为６分，患者中度难以忍受且严
重影响生活、工作为９分。观察２组治疗前后红细
胞沉降率和血尿酸变化，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外周

静脉血５ｍＬ，以离心半径１５ｃ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于２４ｈ内检测。观察２组治疗前
后血清炎性因子，取上述血清标本测定。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１）治愈：患者主要症状消失，
且无疼痛，以及实验室检查正常；２）好转：患者主要
症状改善，且疼痛缓解，以及实验室检查改善；３）无
效：患者主要症状、疼痛及实验室检查均无改善。总

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量资料以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例）好转（例）无效（例）总有效率［例（％）］

观察组（ｎ＝５２） ２９ ２１ ２ ５０（９６１５）
对照组（ｎ＝５２） ２０ １９ １３ ３９（７５００）

χ２ ９４２６２
Ｐ ＜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主要症状积分比较　２组治疗前关节发
热、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２组治疗后关节发热、
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
疗后关节发热、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主要症状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关节发热 关节肿胀 关节疼痛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４９５±１１９ ４７１±１２０ ４３９±１１２
　治疗后 １５９±０２７ １４６±０１９ １６７±０４１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４８９±１２５ ４６５±１１７ ４３５±１０８
　治疗后 ０７４±０１８△ ０６５±０１７△ ０８３±０２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２组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比较　２组治疗前
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降低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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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比较（珋ｘ±ｓ）

组别 红细胞沉降率（ｍｍ／ｈ） 血尿酸（μｍｏｌ／Ｌ）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４０９±３５４ ５５０１８±７５２３
　治疗后 ２９８４±２１７ ４３９８７±５６４８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４３６±３４６ ５４７３９±７８９１
　治疗后 １８４９±１４１△ ３４６２１±４３６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４　２组血清炎性因子比较　２组治疗前 ＩＬ１β、
ＩＬ６和 ＩＬ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降低（Ｐ＜００５）；观察
组治疗后ＩＬ１β、ＩＬ６和ＩＬ８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２组血清炎性因子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１β（ｎｇ／ｍＬ） ＩＬ６（ｎｇ／Ｌ） ＩＬ８（ｎｇ／Ｌ）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８３４±７１０ ３１９２±３５６ ７９５±１１９
　治疗后 ２９８３±４１６ ２２３０±３１０ ４５６±０８９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７８３±６４７ ３０４８±４１５ ７８９±１２４
　治疗后 １６４９±３２５△ １０３８±２４６△ ２４５±０４５△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痛风性关节炎主要是血尿酸上升、嘌呤代谢障

碍引起的一种晶体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

作大多起病几周，疼痛剧烈难忍，以及关节及周围软

组织红、肿、热、痛，甚者由于疼痛而不敢活动，且可

由于疼痛而惊醒。痛风性关节炎急性期病情通常进

展迅速，可于数分钟或者数小时内到达高峰［９］。现

代医学认为痛风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如遗传、性别与年龄、饮酒、饮

食、季节、高尿酸血症等［１０］。中医学认为痛风性关

节炎由于内伤、气血亏虚，外感风寒湿邪，或者由于

风、寒、虚火、热、痰、湿及凝滞流注经络而发作［１１１２］。

本研究采用地黄萸苓方治疗，方中生地黄具有滋阴

养血功效，山茱萸具有补肝肾、固脱收敛功效，茯苓

具有健脾和胃、利水消肿功效，黄芪具有补气益气、

养血功效，丹参具有养血凉血、调经止痛功效，泽泻

具有清热利湿功效，桑寄生具有祛风除湿、补肝肾功

效，益母草具有活血调经、清热解毒功效。纵观全

方，可奏滋阴养血、益气、清热利湿功效。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说明地黄萸苓方可提高疗效；２组治疗后关节发热、

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降低，观察组治疗后关节发

热、关节肿胀、关节疼痛积分低于对照组，说明地黄

萸苓方改善患者关节发热、关节肿胀及关节疼痛；２
组治疗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降低，观察组治疗

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低于对照组，说明地黄萸

苓方可降低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尿酸。

近年来认为，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生、发展与机体

炎性反应密切相关［１３１５］。ＩＬ１β是常见的一种 ＩＬ１
亚型，能够与特异性受体 ＩＬ１Ｒ结合发挥作用，且能
够启动多种信号传导途径。正常情况下，软骨细胞、

关节滑膜细胞仅产生少量的ＩＬ１β，当软骨细胞与关
节内滑膜破坏时，可于关节液内检测到高水平的 ＩＬ
１β。研究证实，ＩＬ１β可诱导关节组织细胞产生趋
化因子ＩＬ８和炎性因子ＩＬ６等，在关节炎症病变中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且能够刺激炎性调节因子的合

成［１６１７］。本研究结果表明，２组治疗后 ＩＬ１β、ＩＬ６
和ＩＬ８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１β、ＩＬ６和 ＩＬ８低
于对照组，说明地黄萸苓方可降低血清炎性因子 ＩＬ
１β、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

综上所述，地黄萸苓方治疗痛风性关节炎患者

的临床疗效明显，且可降低血清炎性因子 ＩＬ１β、ＩＬ
６和 ＩＬ８水平，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但本研究相对
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观察患者相对较少，观察时间

相对较短，故而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增加观察患者和

延长观察时间，提供可靠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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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邹晋梅，杨静，董建玲，等．血清及关节液中炎症细胞因子在老

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中的变化及其意义［Ｊ］．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０１６，３６（２１）：５４２０５４２１，５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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