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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肺健脾颗粒改善老年慢阻肺患者肺功能及免疫功能

王　东　刘　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内科，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益肺健脾颗粒对老年慢阻肺患者（肺脾气虚型）的肺功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
２０１５年６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ＶＩＰ病房１１０例ＣＯＰＤ老年患者，将其平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５例，其中
对照组使用临床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益肺健脾颗粒治疗，３个疗程后观察比较２组患者的肺功能、免疫功能、
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结果：２组患者治疗前 ＰＥＦ、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经相应治疗后，２组患者肺功能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治疗后各指标明显比对照组要高（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
组治疗前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ＩｇＡ、ＩｇＭ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ＣＤ３＋、ＩｇＡ、ＩｇＭ水平明显升
高，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也明显增加，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证候积分明显
比对照组降低，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９０９％，也明显比对照组的６５４５％高，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益肺健脾颗粒能有效改善ＣＯＰＤ稳定期肺脾气虚型患者的肺功能及临床症状，增强患者免疫功能，提高患者临床疗
效，值得在临床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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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ＰＤ）简称慢阻肺，是一种呈进行性以
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其发病率及致

残率现逐年上升［１］，估预计到２０２０年ＣＯＰＤ将会成
为全球第３位致死原因及第５大负担疾病，ＣＯＰＤ已
成为了国际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健康问题［２］。现很

多国内外学者发现，ＣＯＰＤ不管是在急性发作期还
是稳定期，机体均有明显的免疫功能低下［３］。而

ＣＯＰＤ晚期，肺功能会出现不可逆性进行性减退，严
重影响患者的劳动力及生活质量。目前临床上对于

ＣＯＰＤ老年患者主要是使用支气管扩张剂、黏液溶
解剂、抗氧化等治疗，虽能短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

状，但易反复发作，不能防止患者肺功能进行性的恶

化［４］。而中医中药对本病有着独特的认识及治疗优

势。本研究观察益肺健脾颗粒对 ＣＯＰＤ缓解期（肺
脾气虚型）老年患者的肺功能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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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疗效，以探索更佳的 ＣＯＰＤ中医治疗方案。现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ＶＩＰ病房所收治的１１０
例ＣＯＰＤ老年患者，其中男 ６３例，女 ４７例，年龄
６１２～７９４岁，平均年龄６６８岁。所有患者西医诊
断均符合２０１３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修订的《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指南》［５］，且临床严重程度分级

为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气短、咳嗽、咳痰等症状稳定，属稳
定期。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

医诊疗指南》（２０１１版）［６］，患者的中医辨证为肺脾
气虚型。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将以上患者随机平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５例。２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及病情病程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所

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
南》［５］２组患者均使用黏液溶解剂、支气管扩张剂、
糖皮质激素、抗氧化及免疫调节剂等临床常规治疗，

必要时进行抗心力衰竭及吸氧等，并对患者进行相

关的健康宣教。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益肺健脾

颗粒 （河 南 信 心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Ｚ２００２６５５９），３次／ｄ，８ｇ／次，冲服治疗。以２周为１
个疗程，连服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肺功能：治疗前后用肺功能仪
检测最大呼气流速 （ＰＥＦ）、１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
预计值百分比 （ＦＥＶ１）、用力肺活量 （ＦＶＣ）及第
１秒用力呼气容积占肺活量比值 （ＦＥＶ１／ＦＶＣ）。２）
免疫功能：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对比治疗前后外周

血总Ｔ淋巴细胞ＣＤ３＋，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ＣＤ４＋／
抑制性 Ｔ淋巴细胞 ＣＤ８＋的比值 （ＣＤ４＋／ＣＤ８＋）。
用罗氏Ｐ８００（德国）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治疗

前后血清免疫球蛋白：ＩｇＡ、ＩｇＭ含量。３）中医证
候积分及疗效：参照 《中药新药研究指导原则》［７］

相关标准，采用计分法进行中医证候积分评价及疗

效评定。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

征大部分消失；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部分好

转；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未好转，或甚至加

重。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Ａ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临床数据统计分析，使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计量资料。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

用ＬＳＤ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肺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
ＰＥＦ、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相应治疗后，２组患者各项
指标均呈上升趋势，肺功能均有所改善，但观察组治

疗后各指标明显比对照组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免疫功能情况比较　２组治疗前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ＩｇＡ、ＩｇＭ检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ＣＤ３＋、ＩｇＡ、ＩｇＭ水平明显升
高，ＣＤ４＋／ＣＤ８＋比值也明显增加，与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比较　治疗前２组
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相应治疗后，２组患者的证候积分均较治
疗前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５），但观察组的证候积分
比对照组降低得更明显，２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观察组中显效２９例，
有效２０例，无效６例，总有效率为８９０９％，明显比
对照组中的６５４５％高，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ＥＦ（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ＥＶ１（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ＥＶ１／ＦＶＣ（％）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５５ ２０２±０３２ ２１４±０９３ ３５３２±１０５３ ３７３６±１２３２ ５３２５±５４１ ５４７１±６１２
观察组 ５５ ２０１±０４９ ２９５±１６４△ ３５２６±１１４５ ４１１４±１３４２△ ５３３１±４３４ ５９８７±７６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免疫功能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Ａ（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５５ ５１４±４６ ５５３±４８ １４８±０３７ １５４±０５２ １１２±２４ １１６±２８ １１７±０４５ １６５±０６４

观察组 ５５ ５１６±３８ ６２６±５１△ １３２±０５６ ２０７±０５６△ １１１±２６ １４９±３４△ １１４±０６７ ２３１±０５７△

　　注：２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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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中医证候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总有效率

（有效／无效，％）
对照组 ５５ ２４５±４８ １８５±５３ ６５４５（３６／１９）

观察组 ５５ ２５６±４４ １３２±３４ ８９０９（４９／６）△

　　注：２组中医证候积分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总有效率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ＣＯＰＤ在中医中属于“咳嗽”“肺胀”“喘证”“哮

证”等范畴，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及病死率，多发生于

老年人，约占患者总数的３５％ ～４０％，且随着年龄
增长为呈上升趋势［８］。ＣＯＰＤ主要表现为咳、痰、
喘、气短，病机主要为肺脾肾气虚，痰瘀互阻于肺，两

者互为影响。本病属本虚标实证，本虚为肺脾肾

虚［９］。稳定期主要表现有咳嗽咳痰、气喘、胸闷等。

脾在五行属土，肺属金，脾为肺之母。久咳伤肺，肺

虚及脾，而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

源，能将水谷精微上输于肺，经肺的宣发肃降而布散

全身，ＣＯＰＤ病势迁延，日久而脾气亏虚［１０］，脾虚运

化失职，至后天失养，土不生金，终致中气虚衰，而至

患者肺功能下降、免疫功能低下。洪广祥等［１１］认为

呼吸肌疲劳也是 ＣＯＰＤ患者反复入院及致残、致死
的重要原因，而“脾虚则肌肉削”，ＣＯＰＤ肺脾气虚引
起患者营养不良、能量代谢障碍等可加重呼吸肌疲

劳［１２］。另外，脾还主运化水湿，当脾失健运，则水湿

聚而生痰，聚积于肺，ＣＯＰＤ患者痰多，与脾气亏虚
有密切关系［１３］。可见，肺脾气虚是 ＣＯＰＤ稳定期的
主要证型之一［１４］。应当健脾益肺，补中益气。

益肺健脾颗粒主要含有黄芪、甘草、太子参、陈

皮等，起到健脾补肺，止咳化痰的作用。其中黄芪具

有补气益肺、升阳健脾、益卫固表的作用［１５］。现代

医学研究表明，黄芪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应激、

较广泛的抗菌作用及延缓细胞衰老进程等作用［１６］。

太子参归脾、肺经，具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之功效，

常用于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肺燥咳嗽等，

与太子参合用称之为中药养生之宝，两者合用增强

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及健脾补肺之功，起到补益宗气

及培土生金的作用［１７］，脾旺则能运化水谷精微至全

身，健脾益气有助于消化吸收功能，促进营养物质吸

收，提高患者免疫力。陈皮归肺、脾经；能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甘草为豆科植物，根及根茎是其药用部

位，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也是一种补益中

草药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

祛痰止咳、抗病毒、抗菌、调和诸药等功效［１８］，既能

助黄芪、太子参健脾补肺，又能增陈皮化痰止咳。益

肺健脾颗粒具有健脾补肺，止咳化痰的作用，适用于

ＣＯＰＤ脾肺气虚证的治疗。
本研究中，老年 ＣＯＰＤ患者（肺脾气虚型）使用

益肺健脾颗粒后，观察组患者肺功能均有所改善，

ＰＥＦ、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等肺功能指标明显比对照组
要高（Ｐ＜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 ＣＤ３＋、ＩｇＡ、ＩｇＭ
水平也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增加，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益肺健脾颗粒能有效改善 ＣＯＰＤ（肺脾气
虚型）患者的肺功能及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治疗

后，观察组的证候积分也明显比对照组降低，总有效

率为８９０９％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６５４５％（Ｐ＜
００５），说明益肺健脾颗粒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疗效，值得在临床上推荐使用。

参考文献

［１］孙楷，聂洪玉，刘泳，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与肺康
复等因素的相关性研究［Ｊ］．四川医学，２０１５，３６（３）：３２４３２７．

［２］郭薇，刘启贵，张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
因素［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６）：１６６４１６６７．

［３］王丽，谷伟，谭焰，等．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及
细胞免疫功能变化［Ｊ］．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０，２９（６）：６６２
６６５．

［４］汤杰，彭磊，杨佩兰，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
期３４例临床研究［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１０，４２（１２）：１１１２．

［５］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诊治指南（２０１３年修订版）［Ｓ］．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２０１３，３６（４）：２５５２６４．
［６］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中医诊疗指南（２０１１版）［Ｓ］．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５３（１）：８０８４．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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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５７．
［８］李艳玲，李佳林，魏云英，等．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症状群
分析［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４，３５（２０）：３２３８３２４１．

［９］李玉清．中医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临床治疗的分析［Ｊ］．

中医学报，２０１４，２１（Ｂ１２）：２２８２２８．
［１０］基于肺气虚分度理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证候演变及其

兼夹证专家共识［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２）：
１１３１１４．

［１１］洪广祥．论呼吸肌疲劳、营养障碍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Ｊ］．中

医药通报，２００６，５（２）：４６．
［１２］黄淑杰．健脾益肺疗法治疗脾肺气虚型ＣＯＰＤ稳定期６０例临床

分析［Ｊ］．首都食品与医药，２０１５，２２（１２）：７２．
［１３］张平．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中医研究现状［Ｊ］．辽宁中医

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２（１１）：５９．
［１４］黄红铭，刘丹，王鹏，等．益肺胶囊对 ＣＯＰＤ稳定期疗效及对

ＳＩＲＴ１表达的影响［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７）：１０１７１０１９，
１０２１．

（下接第２６４０页）

·６３６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ｆｏ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６（４）：３４７３５０．

［３］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Ｔ，ＡｂｅＫ．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ＮｉｈｏｎＲｉｎｓｈｏ，２０１６，７４（４）：６６１６６５．

［４］ＡｒｉｍｕｒａＫ，ＩｉｈａｒａＫ．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Ｊ］．ＮｉｈｏｎＲｉｎｓｈｏ，２０１６，７４（４）：６２１６２６．

［５］曾靖，袁娲，肖海，等．３′大豆苷元磺酸钠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基因表达谱的影响［Ｊ］．赣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９１３．

［６］ＷａｎｇＢ，ＣａｏＨ，ＳｈｅｎＴ，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ｕｓｋａｎｄＢｏｒｎｅｏｌｏｎ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ｈａｓｅｉｎＲａ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３８（１０）：２１３９２１４３．

［７］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

指南撰写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２０１０［Ｓ］．中国全

科医学，２０１１，１４（３５）：４０１３４０１７．

［８］湖北中医杂志社．中医内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一）［Ｊ］．湖北中

医杂志，２００２，２４（２）：封三．

［９］ＳａｈａｒａＮ，ＫｕｗａｓｈｉｒｏＴ，ＯｋａｄａＹ．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ｉ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ｔｔａｃｋ［Ｊ］．ＮｉｈｏｎＲｉｎｓｈｏ，２０１６，７４（４）：６６６６７０．

［１０］ＬｉｕＦ，ＪｉａｎｇＹＪ，ＺｈａｏＨＪ，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ｓＢｃｌ２ａｎｄＢａｘｉｎ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

ｒｙ［Ｊ］．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３（６）：４７８４８４．

［１１］ＬｉＸＸ，ＬｕＳＦ，ＺｈｕＢＭ，ｅ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Ｊ］．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４１（２）：１８０１８５．

［１２］Ｂｅｒｅｃｚｋｉ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Ｊ］．ＯｒｖＨｅｔｉｌ，

２０１６，１５７（２０）：７６３７６６．

［１３］沈菁，雷晓明，宋洋，等．电针内关、百会穴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

ＧＲＰ７８和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２基因表达的影响［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３６（２）：５４５７．

［１４］ＷａｎｇＸ，ＸｉｎｇＹ，Ｓｕｎ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ｒａｌＦａｃｉａｌＰａｉｎ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２０１６，３０（２）：１３９１４９．

［１５］蔡定芳，余忠海，蔡敏．通心络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的神经

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Ｚ］．中国河北承德，２０１５７．

［１６］ＲｏｗａｒｔＰ，ＥｒｐｉｃｕｍＰ，ＤｅｔｒｙＯ，ｅｔ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６０２５９７．

［１７］史文心，周郦楠．补阳还五汤对短暂性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海马神

经元细胞及５ＨＴ的影响［Ｊ］．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１８

（４）：１３．

［１８］路畅，杜肖，贺晓丽，等．小续命汤有效成分组对局灶性脑缺血／

再灌注大鼠恢复早期的神经保护作用研究［Ｊ］．中国药理学通

报，２０１６，３２（７）：９３８９４４．

［１９］张蕊，范思远，梁珍，等．谷红注射液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运

动功能障碍的影响［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２

１６．

［２０］张蕊．乙酰谷酰胺及谷红注射液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

制研究［Ｄ］．北京：北京协和医学院，２０１５．

［２１］施笑晖，唐映红，陈建真，等．谷红注射液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

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研究［Ｊ］．中成药，２０１５，３７（１１）：２３８７

２３９１．

［２２］舒明春，万海同，周惠芬，等．谷红注射液抗脑缺血性再灌注损伤

的作用及其机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４，３９（２４）：４８２９４８３３．

（２０１６－０８－１２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上接第２６３６页）
［１５］董竞成，张红英，段晓虹，等．论支气管哮喘“发时治肺兼顾肾，

平时治肾兼顾肺”［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３，８（７）：７２５７３１．

［１６］张蔷，高文远，满淑丽．黄芪中有效成分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２１）：３２０３３２０７．

［１７］彭益书，陈蓉，杨瑞东，等．乌当区太子参环肽 Ｂ含量及其与元

素含量的相关性［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５，２８（１）：２７４２７８．

［１８］李惠华，张弛，刘洪．参麦注射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期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１，４（２０）：３

４．

（２０１５－１２－２３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０４６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