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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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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ＡＥＣＯＰＤ）的疗效。方法：将２１２例 ＡＥＣＯＰＤ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１０６例，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应用麻杏石甘
汤加减治疗，１个疗程（１４ｄ）后对比疗效及中医症候评分、肺通气功能等相关指标。结果：治疗组临床控制率４０５７％优
于对照组的２４５３，治疗组治疗后咳嗽、痰量、喘息、气短等中医症候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ＦＥＶ１％预计值、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通
气功能指标治疗前后差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可清热
化痰、解毒祛瘀，促进临床症状缓解，改善肺通气功能，提高疗效。

关键词　麻杏石甘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清热化痰；血管活性因子；炎性反应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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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其因患
病率高、渐进性进展、死亡率高、经济负担重等特点

成为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１］。ＣＯＰＤ急性发作
（Ａｃｕｔｅ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ｏｆＣＯＰＤ，ＡＥＣＯＰＤ）是本病患
者住院治疗的主要主诉，其不仅进一步恶化肺功能，

且易诱发呼吸衰竭、右心力衰竭而导致患者死亡，对

其进行有效治疗，是延长 ＣＯＰＤ生存质量与周期的
关键［２］。现代医学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以缓解症状、降低
死亡率为主要目标，难以阻止肺功能恶化，患者反复

ＡＥＣＯＰＤ后即使存活，生活能力基本完全丧失，生活
质量极低，近年来随着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理论的

不断完善，其在ＡＥＣＯＰＤ治疗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
视，但尚缺乏有效的机制探讨。本研究旨在观察麻

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
供对策及依据，现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
月期间收治的２１２例ＡＥＣＯＰ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１０６例，２组患者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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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体重指数（ＢＭＩ）、ＣＯＰ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
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性别、年龄、ＢＭＩ、ＣＯＰＤ病程等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１０６ １０６
性别（男／女） ７４／３２ ７９／２７

年龄（岁，珋ｘ±ｓ） ６１９±９１ ６３２±９７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５７１±５１ ２６２３±５４

病程（年，珋ｘ±ｓ） ９７±４６ １０３±４９

　　注：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
南》［３］关于ＡＥＣＯＰＤ的诊断标准；２）ＣＯＰＤ稳定期病
情明确，且病情严重分级在Ⅱ～Ⅲ级；３）ＡＥＣＯＰＤ病
程≤５ｄ；４）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１３　排除标准　１）伴肿瘤、支气管扩张、活动期肺
结核等影响肺功能的疾病；２）近期（１个月）内有
ＡＥＣＯＰＤ发作及治疗史者；３）伴心、肝、肾等其他系
统严重疾病者；４）伴有精神、智力障碍或言语、活动
功能影响治疗者；５）对本研究药物有明确禁忌证、过
敏史或不耐受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参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
治指南》［４］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给予麻杏石甘汤加减：基础方药：麻黄９ｇ、石
膏２０ｇ、杏仁１５ｇ、大黄１２ｇ、鱼腥草１５ｇ、桑白皮１２
ｇ、瓜蒌１２ｇ、桃仁１２ｇ、当归１２ｇ、半夏９ｇ、苏子１２
ｇ、炙甘草９ｇ；辨证加减：肾虚者加蛤蚧１２ｇ、附子９
ｇ，肺气虚者加党参１５ｇ、黄芪４５ｇ，气郁者加川芎１２
ｇ、沉香１２ｇ、枳壳１２ｇ，阴虚者加麦冬１２ｇ、生地黄
１２ｇ、玉竹１２ｇ；１剂／ｄ，水煎２００ｍＬ早晚分２次温
服。２组均疗程１４ｄ。
１５　观察指标　２组均于治疗前后评测以下指标：
１）中医症候评分：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试行）》［５］对咳嗽、痰量、喘息、气短等４项主要
中医症候及心烦、口渴、发热、溲黄、便秘、腹胀等６
项次要中医症候进行评分，每项分为无、轻、中、重４
个量度，主要症候分别计为０、２、４、６分，次要症候分
别计为０、１、２、３分，总分０～４２分，分数越低，病情
越轻；２）肺通气功能：采用无创肺功能检测仪测定第
１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百分数、ＦＥＶ１占
用力肺活量百分数（ＦＥＶ１／ＦＶＣ），观察治疗前后差
值，差值越大，肺通气功能改善越好。

１６　疗效标准　根据治疗后症状、体征改变及中医
症候评分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５］评定疗效：临床控制：症状、体征基本消失或

恢复为稳定期病情，中医症候评分减分率≥９５％；显
效：症状、体征明显减轻，中医症候评分减分率≥
７０％；有效：症状、体征有所改善，中医症候评分减分
率≥３０％；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
或转诊治疗或死亡，中医症候评分减分率 ＜３０％。
控制、显效、有效之和为总有效。

１７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疗效对比　２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临床控制率４０５７％优于对照
组的２４５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数
据见表２。

表２　２组疗效对比［ｎ（％）］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１０６ １０６
临床控制 ２６（２４５３） ４３（４０５７）ａ

显效 ４３（４０５７） ４１（３８６８）
有效 ２９（２７３５） １８（１６９８）
无效 ８（７５５） ４（３７７）
总有效 ９８（９２４５） １０２（９６２３）ｂ

　　注：与对照组对比，ａχ２＝６２０９４，ａＰ＜００５，ｂχ２＝１４１３３，ｂＰ＞

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主要中医症候评分对比　治疗组治疗后
咳嗽、痰量、喘息、气短等主要中医症候评分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
表３。

表３　２组主要中医症候评分对比（分，珋ｘ±ｓ）

组别
对照组（１０６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１０６例）
治疗前 治疗后

咳嗽 ４４７±１０１ ２１１±０９２ａ ４６１±１１２ｉ １６５±０９８ｅｍ

痰量 ４３６±０８７ １８９±０７７ｂ ４４２±０９１ｊ １２３±０７６ｆｎ

喘息 ４４１±０８１ １９６±０９５ｃ ４６３±０８９ｋ １３５±０８１ｇｏ

气短 ４１７±０８４ １７６±０７１ｄ ４３２±０９３ｌ １１９±０７９ｈｐ

　　注：组内对比，ａｔ＝１７７８４９，ａＰ＜００５，ｂｔ＝２１８８８５，ｂＰ＜
００５，ｃｔ＝２０２０４７，ｃＰ＜００５，ｄｔ＝２２５５９６，ｄＰ＜００５，ｅｔ＝２０４７７
５，ｅＰ＜００５，ｆｔ＝２７７０１１，ｆＰ＜００５，ｇｔ＝２８０６１６，ｇＰ＜００５，ｈｔ＝
２６４０８９，ｈ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对比，ｉｔ＝０９５５７，ｉＰ＞００５，ｊｔ＝０４９０
７，ｊＰ＞００５，ｋｔ＝１８８２２，ｋＰ＞００５，ｌｔ＝１２３２３，ｌＰ＞００５，ｍｔ＝
３５２３３，ｍＰ＜００５，ｎｔ＝６２８０７，ｎＰ＜００５，ｏｔ＝５０３０５，ｏＰ＜００５，ｐｔ
＝５５２５０，ｐ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肺通气功能对比　治疗组ＦＥＶ１％预计值、
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通气功能指标治疗前后差值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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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表４　２组肺通气功能对比（％，珋ｘ±ｓ）

组别
对照组（１０６例）

ＦＥＶ１％预计值 ＦＥＶ１／ＦＶＣ
治疗组（１０６例）

ＦＥＶ１％预计值 ＦＥＶ１／ＦＶＣ

治疗前 ５６６５±９５７ ４９９２±６６７ ５６１２±９１２ａ ４９１３±６４１ｂ

治疗后 ６８２１±３８１ ６１５２±３９１ ７１４１±４３９ ６５１８±４０４
治疗前后差值 １２８７±４１１ １２６１±３９１ １６７８±４７２ｃ １６２７±４５５ｄ

　　注：与对照组同时间对比，ａｔ＝０４１２８，ａＰ＞００５，ｂｔ＝０８７９２，ｂＰ＞
００５，ｃｔ＝６４３２１，ｃＰ＜００５，ｄｔ＝６２８１２，ｄ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ＯＰＤ是指肺通气功能因肺血管、肺实质及气

道慢性炎性反应病变、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氧化抗氧

化失衡等原因受损且不完全可逆、进行性进展的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随着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加重，其

发病率有增高的趋势。ＣＯＰＤ患者多长时间处于稳
定期，但患者易因气－支气管炎而诱发咳喘、喘息等
症状加重，即 ＡＥＣＯＰＤ，其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也是存活患者肺通气功能恶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对

ＡＥＣＯＰＤ有效干预是改善 ＣＯＰＤ患者预后的关键。
现代医学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多以氧疗、抗生素、支气管
舒张剂等药物为主，本研究给予此治疗方案的对照

组数据显示，其虽可有效缓解患者病情，但临床控制

率欠佳，患者病情较发病前多有不同程度加重。

ＡＥＣＯＰＤ类属于中医学之“肺胀”“咳嗽”“喘
证”等病，《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

治》有：“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咳而上气，此为

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等描述，基本与现代 ＡＥ
ＣＯＰＤ临床症状相符［６］。历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

机均有不同角度探讨，《灵枢·胀论》曰：“肺胀者，

虚满而喘咳”，认为其为肺虚感邪、气机壅塞所致，

《景岳全书·咳嗽论》曰：“内伤之嗽，必起于阴分，

……痒则咳不能已也”，指出肺气虚弱为咳嗽发病之

本，元·朱丹溪指出“哮喘专主于痰”“肺胀而嗽，

……，此痰夹瘀血碍气而病”，认为痰饮、痰瘀为咳喘

发病重要因素，清·沈金鳌言：“盖肺不伤不咳，脾不

伤不久咳，肾不伤火不炽，……”，认为久咳与肺、脾、

肾功能受损关系密切，由上可以看出，古代医家多以

肺虚痰伏为肺病咳喘病机［７］。现代医家结合现代医

学进展对ＣＯＰＤ病机作了进一步阐释，王至婉等［８］

学者对１０４６例ＡＥＣＯＰＤ患者中医症候进行总结分
析，发现痰热郁肺为其最常见的证型，王程等［８］学者

发现痰瘀阻肺型 ＡＥＣＯＰＤ患者肺通气功能、血流动
力学等指标恶化更明显，综上所述，ＣＯＰＤ发病虽以
本虚为主，但其急性加重时多以痰、热、瘀、毒等为主

要病理改变，故对 ＡＥＣＯＰＤ治疗应用清热化痰、解
毒祛瘀为主。

麻杏石甘汤源自《伤寒论》，具清肺平喘之效，

用以治疗风邪外感而发汗未愈，入里化热，邪热壅

肺，汗出而喘者，被近代医家广泛应用于邪热壅肺所

致诸病［１０］。笔者以麻杏石甘汤加减组方治疗 ＡＥ
ＣＯＰＤ，方中麻黄辛温解表、宣肺平喘，石膏辛甘大
寒，解肌透热、泄热生津，二者共为君药，宣、清相合，

理肺除邪，温、寒相制，留麻黄平喘之力，表石膏清热

之功，石膏量大于麻黄，故辛凉清肺之力显著。杏

仁、大黄共为臣药，宣降相因以通达肺气，清肃肺热

以泻壅逐邪。桑白皮、瓜蒌、桃仁、当归、半夏、苏子

共佐君臣清热化痰，并少制寒凉之力，以防肺气受

遏。炙甘草兼为佐使。诸药合用，增麻杏石甘汤清

热化痰之功，补解毒祛瘀之效，以之为基础，随以辨

证加减，可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各证。现代药理研究发
现，麻杏石甘汤治疗 ＣＯＰＤ具有抗病毒、抑菌、镇咳
平喘等多重机制，对气道炎性反应有明显抑制作用，

可有效缓解喘息、发热、咳嗽等症状［１１］，笔者配伍大

黄、桃仁、当归等活血化瘀中药可降低炎性反应递质

血清水平，抑制 ＣＯＰＤ患者血管重塑，延缓病情进
展。

本研究数据显示，治疗组临床控制率较对照组

明显提高，ＦＥＶ１％预计值、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通气功能
指标治疗前后差值均高于对照组，提示麻杏石甘汤

加减治疗ＡＥＣＯＰＤ可改善肺通气功能，促进病情缓
解。徐雯洁等［１２］学者对７７４例 ＣＯＰＤ患者稳定期
及急性期症状进行动态观察，对比频率后发现咳嗽、

痰量、喘息、气短为其共性症状，且与病情呈正相关，

因此本研究采用此４项症状作为主要中医症候观察
指标。本研究数据显示，治疗后治疗组咳嗽、痰量、

喘息、气短等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提示麻杏石甘汤加

减具有显著的止咳化痰平喘之效。

总之，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可清热化
痰、解毒祛瘀，促进临床症状缓解，改善肺通气功能，

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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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其机制可能与上调创面ＶＥＧＦ表达有关。
且治疗期间未出现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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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ｕ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ＡｄｖＷｏｕｎｄＣａｒｅ（Ｎｅｗ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２０１３，２（３）：８１－８６．

［１７］姚昶，孙海舰，高卫卫，等．生肌玉红明胶海绵促进机械性创面肉

芽生长的实验研究［Ｊ］．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０９，３８（５）：６２－６５．

［１８］董建勋，张美吉，路广林，等．回阳生肌脂质体凝胶促进慢性皮肤

溃疡大鼠创面愈合机制的研究［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３２（７）：４７３－４７６．

（２０１４－０８－１２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２０１页）
［５］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Ｓ］．北京：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５－５９．

［６］郑丰杰，李宇航，钟相根，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病机特点及

“从肠论治”的理论探讨［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１２）：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

［７］周丹，沈翠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中医发病机制研究近况［Ｊ］．

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３）：２３１－２３３．

［８］王至婉，李建生，余学庆，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证候及特

征的临床调查研究［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４（２５）：５０４－５０８．

［９］王程，苏惠萍，张立山，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期常见中医症

型与现代医学指标的相关性探讨［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３，３４（１１）：

１４８７－１４８８．

［１０］张冠，焦常新，陈明海，等．麻杏石甘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急性发作临床观察［Ｊ］．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１３，２２（２）：３３０－

３３１．

［１１］屈飞，崔艳茹，徐镜，等．麻杏石甘汤解热作用量效关系研究

［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３）：１８４－１８７．

［１２］徐雯洁，王天芳，王智瑜，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期与稳定

期中医症状及体征特点的比较［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２４（６）：３５－３９．

（２０１４－０４－２６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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