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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用活血化瘀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探讨芪麦通络饮加减对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临床疗效。方
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于我科就诊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６０例，单盲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３０例。其中治疗组女１６例，男１４例；平均年龄（５６０８±９７１）岁；对照组女１５例，男１５例；平均年龄（５６９８±
９４３）岁。２组年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对照组予以基础治疗和前列地尔治疗。治疗组：
基础治疗和芪麦通络饮加减治疗。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采集静脉血，血糖、血脂、血液流变学指标；治疗前后下肢超
声检测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的血流量、血管内径和峰值流速。结果：２组患者组内比较治疗后除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水平
升高（Ｐ＜００５）外，其余空腹血糖（ＦＢ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三酰甘油（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均
降低（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治疗组对 ＦＢＧ、２ｈＰＧ、ＴＧ、ＴＣ、ＬＤＬ等的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对ＨＤＬ的升高水平也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组内比较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水平均比治疗前低（Ｐ＜００５）；且治疗组
治疗后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中切和全血黏度低切等血液流变学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均比治疗前大 （Ｐ＜００５），峰值流速较治疗前慢 （Ｐ＜００５）；治疗
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显著提高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 （Ｐ＜００５），同时明显降慢峰值流速 （Ｐ
＜００５）。结论：芪麦通络饮加减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的方法改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血小板功能，同时改善血液高凝
状态，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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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Ａｒｔｅｒｉｏ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ＡＳＯ）是由于下肢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形成，引起下肢动脉狭窄、闭塞，进而导致肢体

慢性缺血，甚至发生趾节坏死脱落的一种慢性周围

血管疾病［１］。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病率随着社

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逐年提高。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２］糖尿病、吸烟、高脂血症等是下

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以糖尿病的危害最

大，可使周围动脉疾病的发生率增高３～４倍，合并
存在危险性更高［３］。中医学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归属于“脉痹”“脱疽”范畴内，患者多瘀血阻滞，经

脉痹阻，积聚成疽，故以活血化瘀作为本病的治疗原

则。《神农本草经》有云：“黄芪主治痈疽，久败疮，

排脓止痛……补虚。”因此笔者以芪麦通络饮加减治

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进行研究，探讨活血化

瘀治疗对本病的临床疗效，具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５
月，于我科就诊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６０例，
单盲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其中
治疗组女１６例，男１４例；平均年龄（５６０８±９７１）
岁。对照组女 １５例，男 １５例；平均年龄（５６９８±
９４３）岁。２组年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１）所有病例均参照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拟定的《糖尿病肢

体动脉闭塞症诊断及疗效标准》［４］；２）患者伴有间
歇性跛行和下肢麻木等症状；３）空腹血糖≥７ｍｍｏｌ／
Ｌ，和／或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２ｈ≥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４）
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近１个月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等急性代谢紊乱及合并感染的患者；２）营养不良、慢
性疾病等感染高危因素；３）合并心脏系统、内分泌、
血液系统、精神系统和肝肾疾病的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对照组：基础治疗，包含基础降
糖治疗、糖尿病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相关教育和

合理的运动与膳食制定。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加１０μｇ
前列地尔（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

Ｈ２００８４５６５，规格：１０μｇ），静脉滴注，１次／ｄ，疗程４
周。２）治疗组：基础治疗同对照组，芪麦通络饮加
减，药物组成为黄芪３０ｇ、麦冬１５ｇ、当归１５ｇ、川芎
１５ｇ、丹参３０ｇ、地龙１５ｇ、水蛭９ｇ、桃仁１５ｇ、红花９

ｇ，加水４００ｍＬ浸泡药物６０ｍｉｎ，大火煮沸后，再以
文火煎２０ｍｉｎ，取汁２００ｍＬ；药渣再加水３００ｍＬ，文
火再煎２５ｍｉｎ，取汁２００ｍＬ，将２次药汁相兑服。分
早晚２次餐后０５ｈ温服，２００ｍＬ／次，１剂／ｄ，疗程４
周。

１５　观察指标
１５１　血糖、血脂、血液流变学指标　２组患者治
疗前和治疗后采集静脉血，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法测定（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６４０生化仪）测定ＦＢＧ、２ｈＰＧ；
采用 ＵＲＩＴ８０６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ＴＧ、ＴＣ、
ＨＤＬ、ＬＤＬ等血脂相关指标；采用 ｗｉ３０６２０１血液黏
度计测量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中切和

全血黏度低切等血液流变学指标。

１５２　下肢血管超声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采用ＬＯＧｉＱ７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测定股浅动脉
和足背动脉的血流量、血管内径和峰值流速。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值士标准差）表示，组

间比较当方差齐时采用方差分析或 ｔ检验，不齐采
用秩和检验；组内用配对 ｔ检验进行组间分析。计
数资料采用非参数卡方等检验。组间变量采用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水平比较

观察指标

（ｍｍｏｌ／Ｌ）
治疗

前后

治疗组

（例数＝３０）
对照组

（例数＝３０）
ｔ Ｐ

ＦＢＧ 治疗前 ７８９±１１３ ７８８±１０９ ４０４１００２７
治疗后 ６０１±０４４△ ６６０±０６３

２ｈＰＧ 治疗前 １３３５±１４３ １３１８±１１６ ９０４２０００８
治疗后 ８５２±０９２△１１１１±１２３

ＴＣ 治疗前 ５４８±１１１ ５４０±１１４ ６９０５００１９
治疗后 ３９８±０８８△ ４４８±０９７

ＴＧ 治疗前 １９０±０４３ １８８±０３７ ２２５７００３３
治疗后 １１２±０２２△ １４６±０５４

ＨＤＬ 治疗前 １２１±０２５ １１６±０２３ ２１８３００４０
治疗后 １４３±０１７△ １３２±０１３

ＬＤＬ 治疗前 ３６８±０７８ ３５８±０８５ ３１４２００２１
治疗后 ２１５±０３７△ ２８６±０４６

　　注：各组组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与

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治疗前后血糖、血脂水平比较　如表１所
示，２组患者组内比较治疗后除 ＨＤＬ水平升高（Ｐ＜
００５）外，其余ＦＢＧ、２ｈＰＧ、ＴＧ、ＴＣ、ＬＤＬ均降低（Ｐ＜
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治疗组对ＦＢ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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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ｈＰＧ、ＴＧ、ＴＣ、ＬＤＬ等的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对 ＨＤＬ的升高水平也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水平比较　２组组内
比较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水平均比治疗前低（Ｐ＜
００５）；且治疗组治疗后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全
血黏度中切和全血黏度低切等血液流变学水平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水平比较

观察指标

（ｍＰａ·ｓ）
治疗

前后

治疗组

（例数＝３０）
对照组

（例数＝３０）
ｔ Ｐ

血浆黏度 治疗前 １４２±０１１ １４４±０１４ ２８８００３６
治疗后 １１８±０２８△ １２７±０１９

全血黏度高切 治疗前 ４１４±０８４ ４１１±０７７ ３７２００２４
治疗后 ３１２±０４２△ ３６６±０２４

全血黏度高切 治疗前 ５３１±０３５ ５２６±０３３ ４０１００１４
治疗后 ４２３±０６６△ ４６２±０７３

全血黏度高切 治疗前 ９２８±１１８ ９２５±１０９ ４１３００１１
治疗后 ７３５±１３９△ ７８６±１３４

　　注：各组组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与

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下肢超声比较　如图１所示，２
组治疗后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均

比治疗前大（Ｐ＜００５），峰值流速较治疗前慢（Ｐ＜
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显著提高股浅
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Ｐ＜００５），同时
明显降慢峰值流速（Ｐ＜００５）。

图１　２组治疗前后下肢超声对比

　　注：各组组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治

疗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血小板聚集，黏附功

能、释放反应和促凝活性较强，即血小板功能异

常［５］，处于高凝状态，血管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功能

下降［６］，减少了一氧化氮的合成、灭活增加，导致一

氧化氮从内皮扩散到平滑肌过程受阻［７］，增加了血

管内皮释放的缩血管物质，最终引起下肢供血不足，

发生缺血性坏疽、坏死。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的体内

环境，促进了血红蛋白与血糖结合，形成糖基血红蛋

白［８］，可使输氧功能下降导致组织缺氧，同时高血糖

在醛糖还原酶的催化作用下生成山梨醇［９］，刺激动

脉平滑肌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增生［１０］，导致动脉壁硬

化。中医认为脱疽的病因是瘀阻经脉，血行不畅，卫

气不通，血管无气，必停留内瘀。《灵枢·五变》曰：

“五脏皆柔弱，善病消瘅。”阐释本病的病因主要为

年老五脏虚弱、脏气功能衰退所致，这也是本病随着

人口老龄化发病率增高的原因。因此本病虽然瘀血

难消，也与本虚关系密切，实属本虚标实的病症。因

此在治疗上因在活血化瘀的基础上配伍补气养阴的

药物。

芪麦通络饮黄芪健脾补中，升阳举陷，益卫固

表，《景岳全书》云：“（黄芪），因其味轻，故专于气分

而达表，所以能补元阳，充腠理，治劳伤，长肌

肉。”［１１］即黄芪即可补气由可治疽，故方中重用生黄

芪补益元气，意在“气旺则血行”，使瘀去络通，且祛

瘀而不伤正，为君药。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清心，与

黄芪合用，则益气养阴以疗其本虚。当归为补血之

圣药，具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润肠通便之功效，

《景岳全书》云：“当归，其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

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

之气药……凡有形虚损之病，无所不宜。”［１２］与黄芪

相伍，补中有通，使补而不滞。川芎“上行头目，下调

经水，中开郁结”，为血中之气药，具有活血行气、祛

风止痛之功效；而丹参活血调经，祛瘀止痛，凉血消

痈，除烦安神，二者合用，加强活血行气之功。上四

药为臣药，与君药黄芪相伍，共奏益气养阴活血之

功，补气而不壅滞，活血而不伤正。地龙通络；桃仁、

红花、水蛭共奏破血通经、逐瘀消，通经活络，周行

全身，既加强臣药的活血之功效，又善祛瘀通络。总

之，诸药合用，活血化瘀，配伍补气养阴药，使气旺血

行以治本，祛瘀通络以治标，攻补兼施，标本兼顾，补

气血而不壅滞，活血又不伤正。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组患者组内比较治疗后除
ＨＤＬ水平升高（Ｐ＜００５）外，其余 ＦＢＧ、２ｈＰＧ、ＴＧ、
ＴＣ、ＬＤＬ均降低（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
疗后，治疗组对 ＦＢＧ、２ｈＰＧ、ＴＧ、ＴＣ、ＬＤＬ等的降低
程度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对 ＨＤＬ的升高水平也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芪麦通络饮加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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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的异常状态。２组组内比较治疗后血液流变
学水平均比治疗前低（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治疗后
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中切和全血黏度

低切等血液流变学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
００５）。说明芪麦通络饮加减改善血液高凝状态。２
组治疗后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均

比治疗前大（Ｐ＜００５），峰值流速较治疗前慢（Ｐ＜
００５）；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显著提高股浅
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血管内径（Ｐ＜００５），同时
明显降慢峰值流速（Ｐ＜００５）。

由此，芪麦通络饮加减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的方

法改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血小板功能，同时改

善血液高凝状态，增大股浅动脉和足背动脉血流量、

血管内径，疗效显著。

参考文献

［１］ＮａｕＪＹ．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ｓ：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ｂｅ
ｆｏｒ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Ｊ］．ＲｅｖＭｅｄＳｕｉｓｓｅ，２０１５，１１（４８１）：１４５８１４５９．

［２］ＢｅｈａｒＴ，ＢｏｓｓｏｎＪＬ，ＧａｌａｎａｕｄＪＰ，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ｎ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Ｊ］．
ＪＭａｌＶａｓｃ，２０１３，３８（１）：２２２８．

［３］徐旭英，孙丽蕴．糖尿病足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相关性研究
［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７（６）：１８４３１８４５．

［４］刘秀梅．双螺旋ＣＴ检测在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Ｊ］．糖尿病新世界，２０１５，５（４）：１０６．

［５］ＩｕＶＢ，ＫｏｍａｒｏｖＶＶ，ＶｉｎｏｇｒａｄｏｖＯＡ，ｅｔ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ｕｍ

ｂａｒ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ｉｍｂ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Ｋｈｉｒｕｒｇｉｉａ（Ｍｏｓｋ），
２０１５（８）：７０７３．

［６］ＬｏｎｃｈａｋｏｖａＩＹ，ＭａｋａｒｏｖＳＡ，ＡｒｔａｍｏｎｏｖａＧＶ，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ｏｆ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ｖｅｓｓｅｌｓａｔａｎ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ａｇｅ［Ｊ］．ＡｎｇｉｏｌＳｏｓｕｄＫｈｉｒ，２０１５，２１
（３）：３８４２．

［７］ＫａｒｐｅｎｋｏＡＡ，ＳｔａｒｏｄｕｂｔｓｅｖＶＢ，ＩｇｎａｔｅｎｋｏＰＶ，ｅｔ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Ｊ］．ＡｎｇｉｏｌＳｏｓｕｄＫｈｉｒ，２０１４，２０（２）：６０６５．

［８］ＧｕｏＢ，ＴａｎＱ，ＧｕｏＤ，ｅ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ＹＰ２Ｃ１９ｌｏｓｓｏｆ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ｌｅｓｈａｖｅａ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ｌｏｐｉｄｏｇｒｅ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ａｇｒｅａ
ｔｅｒ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ｓｔｅｎｔ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ｗｅｒｅｘ
ｔｒｅｍｉｔｙ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６０（４）：９９３
１００１．

［９］ＬｉａｂａｋｈＡＰ，ＭｉｋｈｎｅｖｙｃｈＯＥ，ＫｈｉｍｉｃｈＯ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ａｋｎｅｅ
ｊ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ａ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ｉｎａｐｕ
ｒｕｌｅｎｔｎｅｃｒｏｔｉｃ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ｇｉｏｐａｔｈｙ［Ｊ］．ＫｌｉｎＫｈｉｒ，
２０１４（８）：４９５１．

［１０］ＮｅｍｃｈｅｎｋｏＩＡ，ＫｒｉｖｏｓｈｃｈｅｋｏｖＥＰ，ＤｍｉｔｒｉｅｖａＩＡ．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ｒｅ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ｎ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ｂ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Ｊ］．
ＶｏｅｎＭｅｄＺｈ，２０１２，３３３（２）：３７４１．

［１１］焦守岗．黄芪通脉汤治疗下肢血栓闭塞性脉管炎４５例临床观察
［Ａ］．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栓病分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Ｃ］．深圳：２０１０．

［１２］曹刚．脉络通瘀汤治疗脱疽气虚血瘀证对气体信号分子的影响
及疗效观察［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０３－３０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上接第２２７３页）
［７］郝尧，张扬帆，牛健生．血清肌酐正常的老年２型糖尿病患者３００

例肾功能再评估［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４４（１）：５０５２．

［８］陈凯．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研究［Ｊ］．光明中医，

２０１３，２８（４）：７７５７７７．

［９］宋剑，李彦华，杨向东．百令胶囊联合贝那普利对早期糖尿病肾

病患者尿白蛋白排泄率及Ｃ反应蛋白的影响［Ｊ］．中国中西医结

合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９）：７９１７９３．

［１０］王滟，朱翊，孙建坤，等．西格列汀治疗老年２型糖尿病的疗效

观察［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４，１７（６）：６８６６８８．

［１１］林秀红，陈超刚，林刁珠，等．新诊断２型糖尿病患者膳食血糖

负荷与血糖，血脂的关系［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４，３０

（７）：５６２５６４．

［１２］李英，朱红霞，王敏哲．沙格列汀联合门冬胰岛素３０注射液治

疗老年２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１４，

３０（７）：５６８５７０．

［１３］杨东明，闫萍，何华伟，等．地特胰岛素联合低剂量二甲双胍，阿

卡波糖治疗老年２型糖尿病超重与肥胖患者疗效及安全性的观

察［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２）：１５１１５３．

［１４］付连香．小剂量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２型糖尿病肾病合

并高血压的临床分析［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４，７（９）：５１

５２．

［１５］李东，刘承，姬晓兰．葛兰心宁软胶囊治疗冠心病合并２型糖尿

病的临床疗效观察［Ｊ］．中国医药，２０１３，８（４）：４６４４６５．

（２０１６－０２－１６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７７２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１１卷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