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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医证型与 ＡＬＴ、ＨＢＶＤＮＡ
及肝组织病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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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合肥，２３００３１；２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３安徽中医药大学统计学教研室，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ＣＨＢ）患者中医证型与肝功能、血清病毒学、免疫组化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检出率及肝组织病
理之间的关系及对ＣＨＢ的诊断意义。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我科住院的５８例 ＣＨＢ患者，比较不同中
医证型与肝功能、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免疫组化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检出率及肝组织病理的关系。结果：１）中医辨证分型：肝郁脾
虚证（２６／５８，３１％）和湿热中阻证（１５／５８，３０％）出现频次最高，其他依次为肝肾阴虚证（７／５８，１５％），脾肾阳虚证（６／５８，
１２％）和瘀血阻络证（４／５８，１２％）；２）不同中医证型和ＡＬＴ有明显相关性，各证型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
中医证型和ＡＳＴ、ＴＢＩＬ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不同中医证型和 ＨＢＶＤＮＡ有明显相关性，各证型
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和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不同中
医证型与免疫组化ＨＢｃＡｇ检出率有明显相关性，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与免疫组化ＨＢｓＡｇ检
出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５）ＣＨＢ患者肝脏炎性反应Ｇ及纤维化程度Ｓ存在高度相关性，ｒ＝０７５８，Ｐ＜００１；不同中医证型
和肝脏炎性反应Ｇ有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和纤维化程度 Ｓ有明显相关性，Ｐ＜００１。结论：ＣＨＢ患者
ＡＬＴ、ＨＢＶＤＮＡ、免疫组化ＨＢｃＡｇ检出率及肝脏炎性反应 Ｇ及纤维化程度 Ｓ检测与中医证型间有显著相关性，对指导
ＣＨＢ患者临床诊断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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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乙型肝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ＣＨＢ）是常
见慢性严重进展性肝脏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全球约２０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其中３５亿人为
ＣＨＢ病毒感染者，每年约有１００万人死于ＨＢＶ感染
所致 的 肝 衰 竭、肝 硬 化 和 原 发 性 肝 细 胞 癌

（ＨＣＣ）［１］。因此，探索防治该疾病的有效方法一直
是国内外医学界的热门课题。传统中医的核心是辨

证论治，而确定证型又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前提，而中

医证型缺乏统一的量化和客观公认标准，给实施循

证医学和临床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探索 ＣＨＢ患者
不同中医证型与客观检测指标间的关系，不仅是中

医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西医结合的热点。本研究

共收集５８例 ＣＨＢ患者，并对中医证型分布与肝功
能、血清病毒学指标、免疫组化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检出
率及肝组织病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入组病例收集于安徽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在２０１３年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８
月在我科住院的５８例 ＣＨＢ患者，其中男４２例，女
１６例，年龄１５～６５岁，平均（３６９０±７５７）岁，病程
最短６个月，最长３０年，入组前均经临床医师确诊
及病理结果证实诊断，达到入组要求。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２０１０年中华
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肝病学分会制订的《慢性

乙型肝炎防治指南》［２］，标准如下：既往感染过 ＨＢＶ
或ＨＢｓＡｇ阳性时间大于６个月，就诊时ＨＢｓＡｇ仍为
（＋）和（或）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大于正常检测上限者，
可临床诊断为ＣＨＢ患者。

病理诊断标准：参照２０００年《全国病毒性肝炎
防治方案》中的病理诊断标准［３］，将肝脏炎性反应活

动度（Ｈｅｐａｔ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ａｄｅ，Ｇ）及肝脏
纤维化程度（Ｈｅｐａ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Ｓｔａｇｅ，Ｓ）分为 Ｇ０～Ｇ４
级和Ｓ０～Ｓ４期。见表１。

中医证型诊断标准：参照２００８年中华中医药学
会发布的《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西医疾病部

分》的标准［４］，将 ＣＨＢ分为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
证、脾肾阳虚证、湿热中阻证、瘀血阻络证５种证型。
由２名主治及以上中医师协同进行辨证分型。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同时满足以上ＣＨＢ西医诊断标
准和中医辨证标准；２）未行抗病毒药物治疗或６个
月内未服用抗病毒药物。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同时伴有其他病毒感染者，如合
并甲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戊型肝炎、巨细胞

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２）伴随其他严重疾
病，如合并肝硬化、瘀血性肝损害、肝癌等；３）伴随有
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凝血异常的患

者；４）６个月内已服用抗病毒药物。
１５　肝组织病理学检查　所有入组患者肝组织取
材均在彩超引导下，采用 Ｍｅｎｇｈｉｎｉ针经皮肝穿刺活
检术，获取的肝组织呈条索状，长约１５～２０ｍｍ、厚
约１ｍｍ、宽约２ｍｍ，确保汇管区数量在２个以上，
取材后立即用１０％甲醛固定，常规脱水、浸蜡包埋、
切片，肝组织切片进行ＨＥ染色，由安徽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两位专家盲法读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与处理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例数（ｎ）、均
数和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２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
资料采用 Ｍ（Ｑ）表示，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

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双变量正态分布资

料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对不符合正态分布资料或
等级资料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以 Ｐ＜００５为有
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２　结果
２１　中医证型分布特点　通过对５８例 ＣＨＢ患者
进行中医辨证分型，分析ＣＨＢ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

表１　ＣＨＢ炎性反应分级、纤维化分期标准

炎性反应活动度（Ｇ）
级 汇管区及周围 小叶内

纤维化程度（Ｓ）
期 纤维化程度

０ 无炎性反应 无炎性反应 ０ 无

１ 汇管区炎性反应 变性及少数点、灶状坏死灶 １ 汇管区纤维化扩大，局限窦周及小叶内纤维化

２ 轻度碎屑坏死 变性，点、灶状坏死灶或嗜酸小体 ２ 汇管区周围纤维化，纤维间隔形成，小叶结构保留

３ 中度碎屑坏死 变性，融合坏死或见桥接坏死 ３ 纤维间隔伴小叶结构紊乱，无肝硬化

４ 重度碎屑坏死 桥接坏死范围广，累及多个小叶 ４ 早期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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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ＣＨＢ中医证型与肝功能关系

中医证型 例数（ｎ）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ＴＢＩＬ（ＵＭＯＬｌ／Ｌ）

肝郁脾虚证 ２６ ４４８±１２２１▲△□ ４２６９±１１２６ ２１５８±２１２
湿热中阻证 １５ １５５±１４５０■△□ ４２００±１１５０ ２２５３±２８５
肝肾阴虚证 ７ ９６１４±２５４■▲□ ４０００±１２２４ ２２４３±２９９
脾肾阳虚证 ６ ６７１±９６６■▲△ ４１１７±６３０ ２１３３±１２１
瘀血阻络证 ４ １３９７５±１５１０■▲△□ ３８００±１１４０ ２２５０±３６９

　　注：与肝郁脾虚证对比，■Ｐ＜００１；与湿热中阻证比较，▲Ｐ＜００５；与肝肾阴虚证比较，△Ｐ＜００１；与脾肾阳虚证比较，□Ｐ＜００１；与瘀血

阻络证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ＣＨＢ中医证型与血清病毒学指标的关系

中医证型 例数（ｎ） ＨＢｓＡｇ（Ｕ／ＭＬ） ＨＢｅＡｇ（Ｕ／ＭＬ） ＨＢＶＤＮＡ（ｌｇＩＵＭｌ１）

肝郁脾虚证 ２６ ２０８７３±９７ ３５８±２１４ ６２３±０５８▲△□

湿热中阻证 １５ ５９３４７±６８ ７２０±９４９ ７２７±０７０■△□

肝肾阴虚证 ７ ４３７８６±２１６ ７８６±７７１ ３７１±０４８■▲□

脾肾阳虚证 ６ ４３６１７±４８ ３６７±２０６ ３０±０００■▲△

瘀血阻络证 ４ ３１８２５±２１６ ２７５±２８７ ５０±０００■▲△□

　　注：与肝郁脾虚证对比，■Ｐ＜００１；与湿热中阻证比较，▲Ｐ＜００１；与肝肾阴虚证比较，△Ｐ＜００５；与脾肾阳虚证比较，□Ｐ＜００５；与瘀血

阻络证比较，Ｐ＜００１。

点。在５种中医证型中，肝郁脾虚证（２６／５８，３１％）
和湿热中阻证（１５／５８，３０％）出现频次最高，其他依
次为肝肾阴虚证（７／５８，１５％），脾肾阳虚证（６／５８，
１２％）和瘀血阻络证（４／５８，１２％）。
２２　不同证型ＣＨＢ患者与肝功能之间的关系　分
析ＣＨＢ患者不同中医证型与肝功能 ＡＬＴ、ＡＳＴ、
ＴＢＩＬ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不同中医证型和ＡＬＴ有明
显相关性，在５种中医证型中，血清 ＡＬＴ水平以湿
热中阻证最高，其他依次为肝郁脾虚证、瘀血阻络

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各证型之间比较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和ＡＳＴ、ＴＢＩＬ无
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不同证型ＣＨＢ患者与血清病毒学指标之间的
关系　分析ＣＨＢ患者不同中医证型与血清病毒学
指标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ＶＤＮＡ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不同中医证型和 ＨＢＶＤＮＡ有明显相关性，在５种
中医证型中，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以湿热中阻证最
高，其他依次为肝郁脾虚证、瘀血阻络证、肝肾阴虚

证、脾肾阳虚证，各证型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和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无明显相
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不同证型 ＣＨＢ患者与免疫组化 ＨＢｓＡｇ、ＨＢ
ｃＡｇ检出率之间的关系　分析 ＣＨＢ患者不同中医
证型与免疫组化 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检出率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免疫组化 ＨＢｓＡｇ检出率是９６６％，ＨＢｓＡｇ
与ＣＨＢ中医证型无相关性，Ｐ＞００５；免疫组化ＨＢ
ｃＡｇ检出率是７２４％，在５种中医证型中，瘀血阻络

证（７５０％）和湿热中阻证（７３３％）检出率最高，其
他依次为脾肾阳虚证 （６６７％），肝肾阴虚证
（５７１％），肝郁脾虚证（５０％）。相关分析显示，免
疫组化ＨＢｃＡｇ检出率与ＣＨＢ中医证型有明显相关
性，各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ＣＨＢ中医证型与免疫组化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ｇ
检出率的关系［ｎ（％）］

中医证型
例数

（ｎ）
ＨＢｓＡｇ＋ ＨＢｓＡｇ－ ＨＢｃＡｇ＋ ＨＢｃＡｇ－

肝郁脾虚证 ２６ ２５（９６２） １（３８） １４（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湿热中阻证 １５ １４（９３３） １（６７） １５（１０００） ０（００）
肝肾阴虚证 ７ ７（１０００） ０（０） ６（８５７） １（２４３）
脾肾阳虚证 ６ ６（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６６７） ２（３３３）
瘀血阻络证 ４ ４（１０００） ０（０）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５　不同证型 ＣＨＢ患者与肝脏病理炎性反应分
级、纤维化分期之间的关系　分析ＣＨＢ患者肝脏炎
性反应和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结果显示肝脏炎性

反应Ｇ及纤维化程度Ｓ存在高度相关性，ｒ＝０７５８，
Ｐ＜００１。

分析ＣＨＢ患者不同中医证型与肝脏炎性反应
Ｇ及纤维化程度 Ｓ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不同中医证
型和肝脏炎性反应Ｇ有明显相关性，其中肝郁脾虚
证同湿热中阻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瘀血阻

络证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中医证型和
纤维化程度Ｓ有明显相关性，其中肝郁脾虚证同湿
热中阻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瘀血阻络证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５，图１ａ～图１ｄ，
图２ａ～图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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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近年来，随着现代循证医学的飞速发展，中医辨

证论治的客观性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和认识。

因此，不断探索 ＣＨＢ中医辨证分型及其与肝功
能［５］、血清病毒学指标［６］、肝组织病理［７］等多项实

验室指标的相关性方面，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阻止ＣＨＢ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

表５ ＣＨＢ中医证型与肝脏病理炎性反应分级、
纤维化分期的关系

中医证型 例数
炎性反应分级（Ｇ）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纤维化分期（Ｓ）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肝郁脾虚证 ２６ ６ １９ １ ０ ２２ ４ ０ ０
湿热中阻证 １５ ０ ９ ６ ０ ０ １５ ０ ０
肝肾阴虚证 ７ ０ ０ ５ ２ ０ ０ ５ ３
脾肾阳虚证 ６ ０ ２ ３ １ ０ ２ ４ ０
瘀血阻络证 ４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３ １

图１　ＣＨＢ患者肝脏病理炎性反应各级。ＨＥ×４０

图２　ＣＨＢ患者肝脏病理纤维化各期。ＨＥ×４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ＣＨＢ患者ＡＬＴ、ＨＢＶＤＮＡ、免
疫组化ＨＢｃＡｇ检出率及肝脏炎性反应 Ｇ及纤维化
程度Ｓ检测与中医证型间有显著相关性。

血清ＡＬＴ水平以湿热中阻证（１５／５８，３０％）最

高，其他依次为肝郁脾虚证（２６／５８，３１％）、瘀血阻
络证（４／５８，１２％）、肝肾阴虚证（７／５８，１５％）、脾肾
阳虚证（６／５８，１２％），各证型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古伟明［８］等研究显示，湿热型 ＣＨＢ
患者氨基转移酶、胆红素水平的升高比其他证型更

为显著，而肝郁脾虚型仅次于湿热证型。

血清ＨＢＶＤＮＡ水平以湿热中阻证最高，其他依
次为肝郁脾虚证、瘀血阻络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

虚证，各证型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李菲菲［９］等研究显示，肝郁脾虚型和湿热中阻型

ＣＨＢ患者的ＨＢＶ复制状态较其他几型更为活跃。
免疫组化ＨＢｃＡｇ检出率是７２４％，在５种中医

证型中，瘀血阻络证 （７５０％）和湿热中阻证
（７３３％）检出率最高，其他依次为脾肾阳虚证
（６６７％），肝肾阴虚证（５７１％），肝郁脾虚证
（５０％）。

肝脏炎性反应 Ｇ及纤维化程度 Ｓ存在高度相
关性，ｒ＝０７５８，Ｐ＜００１；不同中医证型和肝脏炎性
反应Ｇ和纤维化程度Ｓ有明显相关性，其中肝郁脾
虚证同湿热中阻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瘀血

阻络证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张国梁［１０］

等研究证实，从肝郁脾虚到肝胆湿热再到瘀血阻络，

疾病的炎性反应及纤维化程度是明显加重的。

探讨ＣＨＢ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指标的关系，可
为中医辨证分型及治疗提供客观依据，对不能开展

肝脏病检及免疫组化的单位，可通过对患者进行中

医辨证分型和肝功能、病毒学指标等客观指标检测，

指导临床ＣＨＢ的诊断与治疗；对于临床无条件做肝
组织病理检查的患者，可通过中医辨证分型推测肝

实质病变，以便更好地指导ＣＨＢ的临床治疗和判断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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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阈下抑郁的

分型可以基本参考抑郁症的证型。肝郁脾虚，和心

脾两虚属于常见证型［６］。而逍遥丸可疏肝健脾、归

脾丸能健脾脾补心。由于老年期阈下抑郁症患者五

脏渐衰，气血本已不足，加之肝郁气滞，甚或气滞血

瘀，故应疏中兼养。逍遥丸、归脾丸的中成药制剂既

能够发挥其方药的作用，又不至药理过猛，非常适合

老年人群。故本研究在阈下抑郁症中医分型的前提

下对逍遥丸和归脾丸进行疗效观察。以期能够在

“治未病”理论指导下探索出治疗老年期阈下抑郁

症的有效方法，进而更好地防治抑郁症。

根据表１、表２，我们不难发现逍遥丸和归脾丸
对老年期阈下抑郁症总有效率的主要贡献是“有

效”，而“治愈”和“显效”偏少。这说明虽然逍遥丸

和归脾丸并不能保证将每一位患者的抑郁症状完全

消除至无抑郁状态，但是能达到缓解抑郁症状的目

的。这可能与服药时间不够、老年期患者身体衰老

状况或长年累月的操劳有关。由此可见，能够使抑

郁症状得到初步缓解，已经能够证明逍遥丸和归脾

丸对阈下抑郁症具有一定的疗效。本研究结果表

明，逍遥丸和归脾丸均能减轻老年期阈下抑郁症患

者的抑郁症状。

实践证明，自身身体的衰老和生活的单调非常

容易导致老年人精神功能进一步衰退、心情压抑、情

绪低落，故老年人是阈下抑郁症的高发人群。随着

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已

经脱离了父母、亲戚的密集居住地。投身于忙碌的

工作和新组建的家庭中，对父母的关心仅限于每年

几次的电话和探望。而且在中国，老年人的恋家情

感使得居家养老一直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就使得

空巢现象十分常见，这也将治疗阈下抑郁症的重担

交给了社区医疗机构。

社区医疗机构是以社区作为基本单元，在政府

各级卫生机构领导和相关部门配合下，合理利用社

区资源，采纳容预防、康复、保健、健康促进、健康教

育等为一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７８］。由于老

年人多数行动不便，喜欢就诊于较近的社区医院。

这不仅能够保证老年人及时就诊，极大程度的发挥

社区医疗机构的有利条件，还能够分担大医院的负

担与压力。所以积极治疗老年期阈下抑郁症，防治

老年期抑郁症是社区医疗机构的责任之一。

阈下抑郁症与抑郁症同属抑郁障碍范畴，与抑

郁症不同的是，阈下抑郁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临床

诊断标准，并不能用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类药物来治

疗［９１０］。所以中医药在治疗阈下抑郁症拥有一定的

优势。我们可以考虑用中药来缓和患者的不良情

绪、减轻其的抑郁症状，从而达到治疗阈下抑郁症、

预防抑郁症的目的。

现代医学普遍认为，抑郁症需要长期复用抗抑

郁药物。对老年人而言，这是一种身心负担。甚至

有些老年期阈下抑郁症患者会因此终身成为儿女的

负担。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逍遥丸、归脾丸中成药

制剂拥有良好的治疗阈下抑郁症的效果却没有长期

服用的不良反应，能够缓解抑郁症状，治疗老年期阈

下抑郁症，预防病情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符合中医

“治未病”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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