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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比观察健脾生血片和多糖铁复合物胶囊治疗妊娠期缺铁性贫血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治疗 ＩＤＡ提供依据。
方法：将２００例缺铁性贫血的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多糖铁复合物胶囊组）和观察组（健脾生血片组）。对照组１００例，给
予多糖铁复合物胶囊治疗；观察组１００例，给予健脾生血片口服治疗。２组患者均于连续治疗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后，按
贫血严重程度，分别分两层观察患者的红细胞计数（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ｂ）以及血清铁蛋白（ＳＦ）的含量变化，计算临床疗
效，记录不良反应。结果：２组治疗３个月后ＲＢＣ、Ｈｂ和ＳＦＩ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起效更快，有效率更高，指标
在治疗１、２及３个月后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３个月后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更高（Ｐ＜００５）。分层统计结果：１）
对于中重度贫血患者，２组治疗后红细胞、血红蛋白和血清铁蛋白均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５），且观察组起效更快，２组临床
疗效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更优；２）对于轻度贫血患者，治疗后红细胞、血红蛋白和血清铁蛋白均有显著改善
（Ｐ＜００５）且观察组起效更快，２组临床疗效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更优。观察组不良反应少于对照组但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健脾生血片治疗妊娠期贫血起效快、有效率高，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健脾生血片；与多糖铁复合物胶囊；妊娠期缺铁性贫血；临床疗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ａｎｄ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

ＨｅＬｉ１，ＧａｏＪｉａｎｇｈｅ２，ＺｈａｏＧａｎｇ２

（１Ｃｈｅｎｇｄｕ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４１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２Ｈｕｎ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２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ａｎｄ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００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ｏｆ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ｇｒｏｕｐｏｆ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ｗｉｔｈ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ｉｎ
ｅａ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ｇｉｖｅｎ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ＢＣ，ＨｂａｎｄＳＦ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ｏｎｅｍｏｎｔｈ，ｔｗｏ
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ａｎｅｍｉａ．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
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ＢＣ，ＨｂａｎｄＳＦ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００５），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ｏｎｅｍｏｎｔｈ，ｔｗｏ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ｗｅｒ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ｏ
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①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ａｎｅｍｉａ，ｔｈｅＲＢＣ，ＨｂａｎｄＳＦ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ａｎｅｍｉａ，ｔｈｅＲＢＣ，Ｈｂ，ＳＦ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ｏｖｅｒｔ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ｗｈｉ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ｎｐｉＳｈｅｎｇｘｕｅｔａｂｌｅｔ；Ｉｒｏｎ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２；Ｒ５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４

·４３３·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２



　　妊娠期缺铁性贫血（Ｉｒ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ｅｍｉａ，
ＩＤＡ）是妊娠期妇女常见的营养缺乏性疾病，据报
道，我国妊娠期妇女贫血的总发生率大于２０％，其
中ＩＤＡ占９５％［１］。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人们对ＩＤＡ认识的增强，ＩＤＡ的发病率有所下降，这
可能与全民营养状况的改善、孕产妇文化素质以及

孕期必要的营养指导的提高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

但是ＩＤＡ的发病率仍然较高，即使轻度的妊娠期贫
血亦有可能导致孕妇的不良妊娠，增加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早产、产后出血、胎膜早破、新生儿低出生体

重等不良妊娠的发生率［２３］。铁剂是临床常用的治

疗ＩＤＡ的药物［４］，主要包括多糖铁类、硫酸亚铁类、

蛋白琥珀酸铁等，铁剂治疗 ＩＤＡ的疗效虽然已经获
得广泛认可，但是其不良反应，尤其是胃肠道的不良

反应不容忽视。中医药治疗 ＩＤＡ有着悠久的历史。
健脾生血片是由党参、茯苓、炒白术、甘草、黄芪等多

种中药并加入硫酸亚铁和维生素 Ｃ组成的复方制
剂，不仅提供足量铁源，并且具有健脾和胃、养血安

神及促进铁元素吸收的功效。梁毅等报道的多中心

试验显示，健脾生血对成人中重度贫血疗效较硫酸

亚铁更加显著，不良反应更少。本研究拟观察健脾

生血片治疗不同严重程度的 ＩＤＡ的临床疗效，并以
目前临床常用的，不良反应较少的多糖铁复合物胶

囊作为对照药物，旨在为临床治疗 ＩＤＡ的选药提供
一定的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期间收治的２００例妊娠期 ＩＤＡ的患者。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将以上２００例患者均分为２组，对
照组（多糖铁组）和观察组（健脾生血片组），每组患

者均１００例。经比较，２组患者在年龄、分娩次数、
孕周数和贫血程度等一般资料方面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对照组（ｎ＝１００）观察组（ｎ＝１００）

年龄 年龄范围（岁） ２０～３６ ２１～３２
平均年龄（岁） ２８４２±５２１ ２６３１±３４６

分娩次数 分娩次数（次） １～２ １～３
平均分娩次数（次） １３２±０５４ １６３±０１６

孕周 孕周范围（周） １８～２４ １９～２４
平均孕周数（周） ２１４３±５２２ ２１９１±９９３

贫血程度 轻 ５３ ４９
中 ３９ ４０
重 ８ １１

１２　诊断标准　ＩＤＡ的诊断标准参照 ２０１４年版

本、由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发布的《妊娠期铁缺

乏和缺铁性贫血诊治指南》中规定的相关标准［５］进

行。１）血常规结果显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其中
血红蛋白（Ｈｂ）的浓度在１１０ｇ／Ｌ以下，红细胞计数
在３５×１０１２／Ｌ以下，红细胞的平均压积在８０ｆｌ以
下，血清铁蛋白浓度在２０μｇ／Ｌ以下者即可诊断为
ＩＤＡ。２）显著的临床贫血表现：主要为疲劳、心悸、
乏力、脸色苍白等。

ＩＤＡ贫血分级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血
液病学》中关于贫血等级的划分进行［６］：根据 Ｈｂ的
浓度可将ＩＤＡ的等级分为轻、中、重、极重四个等级，
其中轻度贫血的 Ｈｂ浓度在１００～１０９ｇ／Ｌ之间、中
度贫血的Ｈｂ浓度在７０～９９ｇ／Ｌ之间、重度贫血的
Ｈｂ浓度在４０～６９ｇ／Ｌ之间、极重度贫血的Ｈｂ浓度
在４０ｇ／Ｌ以下。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经 １２项下诊断标准确诊为
ＩＤＡ的妊娠期患者；２）孕周数小于２７周；３）年龄小
于４０岁；４）身体健康者；５）本人及家属知情，自愿参
加并承诺配合随访及相关检查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妊高症的患者；２）治疗前接
受过铁剂的患者；３）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４）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５）对本研究所使用药物过
敏者。６）因为早产而未能完成治疗疗程者。

本研究经过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获得院伦

理委员会通过。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多糖铁复合物胶
囊（ＫｒｅｍｅｒｓＵｒｂａ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ｃ，商品名：力蜚
能，规格，０１５ｇ，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００１５６，１０片／盒）治
疗，１片／次，１次／ｄ，连续治疗３个月。

观察组患者给予健脾生血片（健民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１９９９１０６６，２４片／盒）治疗，３
片／次，３次／ｄ，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６　观察指标　治疗前以及治疗１个月，２个月，３
个月后采取患者静脉血，测定血常规、血生化指标。

包括红细胞计数（ＲＢＣ）、血红蛋白（Ｈｂ）以及血清铁
蛋白（ＳＦ）的含量变化。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
准》中关于贫血临床疗效的标准［７］，将临床疗效分为

治愈、有效和无效三个等级。其中治愈为 ＲＢＣ在
３５×１０１２／Ｌ以上且Ｈｂ大于等于１００ｇ／Ｌ，同时临床
症状疲劳、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全部消失；有效为

Ｈｂ上升，且较治疗前上升幅度大于２０ｇ／Ｌ，ＲＢＣ也
有显著上升，同时临床疲劳、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

显著改善；无效为Ｈｂ上升值在２０ｇ／Ｌ以下，ＲＢ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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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显著上升，同时临床疲劳、乏力、脸色苍白等症状

基本无改善。根据治愈、有效和无效的病例数计算

临床有效率，计算公式如下：总有效率 ＝（治愈 ＋有
效）／总例数×１００％。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中重度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生化指标比较
　　治疗３个月后２组患者 ＲＢＣ、Ｈｂ和 ＳＦ均显著
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分别为
６５２３７、９３６６８、７４０６７ 和 １５１５３８、１１２６０３、
２４４１７６，均Ｐ＜００５），但对照组上述三项指标在用
药后３个月才有显著效果（ｔ分别为６５２３７、９３６６８
和７４０６７，均 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患者在用药１个
月时指标即发生显著改善 （８２０２５、４１４２２和
１１３９４８），且在相同时刻指标均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２。

进一步分析临床疗效，对照组和观察组中重度

贫血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７２３％、９８０４％，
２组之间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以上结果提示健脾生血片治疗妊娠期中重度贫

血的效果较好，起效更快、指标保持更平稳，总疗效

优于多糖铁。

表２　２组中重度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Ｈｂ（ｇ／Ｌ） ＳＦ（μｇ／Ｌ）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２３４±０５３ ８３４８±１０２１ ７２６±０８１
１个月 ２４５±０４６ ８５６８±１１４７ ７４３±０８６
２个月 ２５３±０５５ ８７７３±１１８３ ７５７±０９３
３个月 ３０６±０５４ １０６５３±１３４３ ８４６±０７６

观察组 ５１ 治疗前 ２２９±０３６ ８３６２±１１４４ ７２３±０４４
１个月 ２９７±０４７△ ９３５３±１２６９△ ８５９±０７３△

２个月 ３３０±０５７△１０２５０±１３３２△ ９９２±０８７△

３个月 ３４８±０４３△１１２６８±１４４５△ １１４４±１１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中重度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χ２ Ｐ

对照组 ４７ ２４（５１０６）１７（３６１７）６（１２７７）４１（８７２３）４３０５４００３７９９１
观察组 ５１ ２７（５２９４）２３（４５１０） １（１９６） ５０（９８０４）

２２　２组轻度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生化指标比较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有 ５３、４９例轻度贫血度患
者。治疗３个月后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ＲＢＣ、Ｈｂ和
ＳＦ均显著升高（ｔ分别为４２３３０、２７３９７、９６７６６和
６３３７４、７８２１８、１６０４８５，均 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优

于对照组（ｔ分别为２７４４９、５１１５５和６１７５５，均 Ｐ
＜００５）。
对照组上述ＲＢＣ、Ｈｂ和ＳＦ３项指标在用药后３

个月才有效果（ｔ分别为４２３３０、２７３９７和９６７６６，
均Ｐ＜００５），而观察组患者在用药１个月时指标即
发生 显 著 改 善 （ｔ分 别 为 １９８３２、３５２４２和
８０４８７），且在相同时刻指标均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４。

进一步分析临床疗效，２组轻度贫血患者的临
床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以上结果提示健脾生血片治疗妊娠期轻度贫血

的临床效果较好，起效更快、指标保持更平稳。

表４　２组轻度患者治疗前后患者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ＲＢＣ（×１０１２／Ｌ） Ｈｂ（ｇ／Ｌ） ＳＦ（μｇ／Ｌ）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３３５±０８４ １０３４５±１５２１ １００３±１１１
１个月 ３４９±０８２ １０４４６±１６７５ １０１４±１４３
２个月 ３６９±０９２ １０７７３±１５５７ １０３７±０７４
３个月 ３９６±０５２ １１２４３±１６５４ １２１２±０９８

观察组 ５１ 治疗前 ３２９±０８６ １０４５１±１５８４ ９９４±１１２
１个月 ３６２±０８２△１１５５３±１５７４△ １１８４±１２６△

２个月 ３８９±０４６△１２３６９±１５９０△ １２９６±０９２△

３个月 ４１８±０２３△１２９４２±１６３２△ １３３９±１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２组轻度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χ２ Ｐ

对照组 ５３ ２９（５４７２）１５（２８３０）９（１６９８）４４（８３０２）６４２６９ ００１１２
观察组 ４９ ３０（６１２２）１８（３６７３） １（２０４） ４８（９７９６）

２３　不良反应　对照组、观察组的总不良反应率分
别为８００％、７００％，观察组发生率小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２组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腹泻、

腹痛
黑便 便秘

总不良

反应率
χ２ Ｐ

对照组１００３（５００）１（３００）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５７８６０４４６８
观察组１００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７（７００）

３　讨论
妊娠期导致 ＩＤＡ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妊娠期孕妇的血容量显著增加，且在孕周

数为３２～３４周时最为显著，达到高峰，血浆量与怀
孕之前显著增加了４０％ ～５０％左右，但是红细胞的
生成与怀孕之前比较只增加了１８％ ～２５％左右，因
此红细胞的相对增加不及血浆量的相对增加，血液

相对稀释造成了生理性的贫血。其次，正常的健康

妇女体内的储存铁大概为３００ｍｇ左右，但是妊娠期
妇女的铁剂需求量加大，大约需要近１０００ｍｇ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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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中３００ｍｇ左右的铁剂是主动输送至胎儿和胎
盘，近２００ｍｇ的铁剂在输送途中丢失，另外剩余５００
ｍｇ左右铁剂用于孕妇造血。因此，如果妊娠期妇女
不增加铁剂的补充和摄入量，孕妇很容易发生缺铁

性贫血。再次，胎儿的铁剂获取是母体的逆浓度的

主动运输，表示即使母体铁量不够也会主动向胎儿

输送铁剂［８］。

本研究中使用的对照药物为多糖铁复合物胶

囊，是一种低分子多糖和铁结合的有机化合物，且具

有高稳定的水溶性特征，每粒含元素铁１５０ｍｇ，因其
不会分解为铁离子，故比一般铁剂的不良反应少［９］。

健脾生血片是由中药处方和硫酸亚铁和维生素Ｃ组
成的复合药物，含有足量铁元素，日服用量可达１８０
ｍｇ，硫酸亚铁和维生素Ｃ采用了β环糊精加以包埋
处理，避免了硫酸亚铁在胃肠道中直接水解为铁离

子，从而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动物实验表明，健脾生

血片对缺铁性贫血模型大鼠、肾性贫血模型大鼠及

气虚脾虚型贫血中医模型小鼠均有较突出的治疗作

用［１０］，不仅可以直接提供铁元素，而且能促进铁吸

收与利用。

与研究前的预期不同，健脾生血并非仅对中重

度贫血疗效更显著，对轻度贫血同样显示了较多糖

铁复合物胶囊更显著的疗效。我们对组内中重度与

轻中度的疗效也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在２组患者
中，均未出现中重度贫血患者疗效优于轻度贫血者

的现象，Ｐ＞００５。这可能与妊娠期贫血相较肾性贫

血、癌性贫血等发病因素更为单一，铁缺乏状态更轻

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脾生血片对妊娠期孕妇缺铁

性贫血的疗效显著，安全可靠，起效快，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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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贾七英，张翠肖，彭彩桥．中西医结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致不

孕疗效观察［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１４）：１５５５

１５５６．

［１３］廖晏君，施茵，虞莉青，等．针灸调节脂联素在治疗肥胖型多囊

卵巢综合征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思路［Ｊ］．针刺研究，２０１２，３７

（１）：７２７６．

［１４］ＲｏｅＡＨ，ＰｒｏｃｈａｓｋａＥ，Ｓｍ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ｅｘｃｅｓｓＰ

ＣＯ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ｔ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ｅ

ｒｉｓｋｏｆ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３，１６２

（５）：９３７９４１．

［１５］康丽兰，李玉香，周红香．辨证论治联合艾灸治疗肥胖型多囊卵

巢综合征不孕４３例［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５，１３

（５）：６１６２．

［１６］郭晶晶，张晓盨．中医药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研究进展

［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３，３５（１）：１４１１４３．

［１７］ＣａｒｕｓｏＳ，ＣｉａｎｃｉＳ，ＭａｌａｎｄｒｉｎｏＣ，ｅ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ｉｃｗｏｍ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ｇｉｍｅｎｏ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Ｊ］．ＥｕｒＪＯｂ

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２０１３，１７１（２）：３０７３１０．

［１８］梁卓．针药联合促排卵治疗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的临

床观察［Ｊ］．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５）：１２１５．

（２０１６－０３－２１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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