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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彩超为基准观察中药外洗对下肢

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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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内科，北京，１０２４８８）

摘要　目的：探讨中药外洗治疗痰瘀阻络型患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影响。方法：收集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门诊
及住院患者中属痰瘀阻络型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１２７例，将其随机分为３组，分别为观察组４２例、常规组４３例和对照
组４２例，分别给予标准西药＋中药外洗治疗、标准西药＋温水外洗治疗和标准西药治疗，２周为１个疗程，中间间隔２ｄ，
外洗治疗６个疗程。观察３组治疗前、后下肢动脉血管内径、内中膜厚度、血流速度变化情况。结果：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３组下肢股总、股浅、动脉３根血管内径均明显增加，中内膜厚度明显降低，血流速度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组间两两比较，观察组明显优于常规组，常规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前后３组患者没有肝肾功能异常和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结论：中药外洗及温水浴足对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有改善作
用，具有一定的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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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是由于下肢动脉出现粥
样硬化斑块导致动脉狭窄甚至闭塞，下肢动脉及组

织出现急性或慢性缺血症状，表现为动脉内膜增厚、

钙化、继发血栓形成等［１２］。本病多发于中老年人，

临床累及血管主要以腹主动脉远端、髂股动脉等

大、中动脉，疾病后期可累及动脉远端的动脉，其

发病特点呈多平面、多阶段分布［３］。本病的发病原

因与年龄和饮食结构相关，其他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美国７０岁以上年龄人群周围动脉疾病发病率由３％
～１０％上升到１５％～２０％，而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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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硬化性疾病的发病率可达 １５９１％［４５］。

本研究以中药浴足方对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进行

治疗，进一步评价对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善情

况。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门诊及病房下肢动脉粥样硬

化患者１２７例，采用随机、对照的设计原则分３组，
观察组４２例，其中男２８例，女１４例；年龄２６～５７
岁，平均年龄（３５２６±６５２）岁；常规组４３例，其中
男２７例，女１６例；年龄２６～５９岁，平均年龄（３６４９
±６１１）岁；对照组４２例，其中男２９例，女１３例；年
龄２８～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５０４±６０５）岁。３组患
者主要一般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均符合下肢动脉粥
样硬化标准，符合２００７年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诊治中国专家建议的诊断及分期标准。轻微症状

期：大部分患者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或无明显症状，

静息状态时体格检查可扪及下肢动脉搏动，让患者

自己行走一段距离之后再做检查，可发现下肢动脉

搏动减弱甚至消失。间歇性跛行期：间歇性跛行期

是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闭塞症的特殊的主要的临床

表现。随着疾病的进一步发展，下肢动脉狭窄程度

越来越严重，阻塞范围越来越大，病变动脉只能勉

强满足下肢肌肉组织静息时的供血量。当下肢行走

运动时，病变动脉无法满足肌肉组织更多的血液灌

注要求，肌肉的酸性代谢产物使小腿产生酸痛的感

觉，患者被迫停下休息一段时间后再继续行走。中

医诊断标准：符合中医脉痹以下症状之一，或无症

状舌脉相符。患肢肿胀、顽麻、疼痛、发凉，间歇

性跛行，皮色暗滞或见核硬结，肌肤甲错，头晕头

重，胸闷脘痞，纳呆，泛吐痰涎，久病而形体不

瘦。舌胖色暗，或见瘀斑，苔白腻，脉沉弦滑。趺

阳脉 （足背动脉）、太溪脉 （胫后动脉）搏动微弱

或消失。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年龄２０～７０
岁者；处于轻微症状期或间歇性跛行期者。

１４　排除标准　伴有严重精神疾病，不能配合治疗
者；合并心、脑、肝、肾等重要脏器其他严重疾病者；

血液系统或凝血功能异常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依从性差者；不能按时接受
治疗者；临床资料不完整者；中途因各种原因退出研

究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规范化口服阿司匹林
肠溶片及他汀类调脂药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

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外洗治疗；常规组：在

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温水外洗治疗；３组治疗时
间均以２周为１个疗程，中间间隔２ｄ，外洗６个疗
程观察疗效。中药外洗方：身痛逐瘀汤加减：川芎

１０ｇ、当归１０ｇ、红花２０ｇ、秦艽１０ｇ、牛膝３０ｇ、五灵
脂１０ｇ、地龙１０ｇ、鸡血藤３０ｇ、虎杖３０ｇ、生大黄３０
ｇ、瓜蒌３０ｇ、石菖蒲３０ｇ、金银花１０ｇ、生蒲黄１０ｇ、
姜黄１０ｇ、艾叶２０ｇ、香附１０ｇ，将上药煎煮取汁３
０００ｍＬ，放入足浴盆中，加入适量温水。水温保持在
３５～４５℃之间，以患者无不适为度；水位以浸泡至
膝以下为度，浸泡３０ｍｉｎ／次。
１７　观察指标　主要通过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
测量及频谱分析患者下肢股总、股浅、动脉３根血
管（起始段）内径、内中膜厚度、血流速度治疗前、后
的改善情况。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多组间计量资料如血管内径、中内膜厚度

（ＩＭＴ）及血流速度等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计数资料
如肝肾功能异常例数及不良反应发生例数等以百分

率表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血管内径改善情况　３组治疗后血管内径改
变均明显大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３组治疗前血管内
径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治疗后，
观察组对血管内径改善情况均优于常规组和对照

组；常规组对血管内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血管ＩＭＴ改善情况　由表２可知，３组治疗后
血管ＩＭＴ均明显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３组治疗前
血管ＩＭ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观察组血管ＩＭＴ改善情况优于常规组及对照组，常
规组血管ＩＭＴ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血流速度改善情况　由表３可知，３组治疗后
血管血流速度改变均明显高于治疗前血管血流速度

（Ｐ＜００５）；３组治疗前血管血流速度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血管血流速度改
善情况明显优于常规组及对照组，常规组血管血流

速度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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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治疗前后血管内径比较（珋ｘ±ｓ，ｍｍ）

组别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股总动脉 ６５３±０６３ ７９９±０４３△ ６５３±０４７ ７７６±０４０▲ ６４１±０５０ ７０４±０４６▲

股浅动脉 ５２２±０３９ ６２０±０２９△ ５１９±０３６ ５９１±０２６▲ ５１６±０３７ ５７８±０２８▲

动脉 ４４７±０３７ ５３４±０３３△ ４５２±０２８ ５１７±０２７▲ ４５７±０３５ ４９９±０２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常规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３组治疗前后血管ＩＭＴ比较（珋ｘ±ｓ，ｍｍ）

组别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股总动脉 １０５±００８ ０９０±００８△ １０６±００８ ０９４±００６▲ １０７±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７▲

股浅动脉 ０９５±００８ ０８１±００８△ ０９６±００８ ０８５±００７▲ ０９７±００８ ０９１±００７▲

动脉 ０８８±００８ ０７４±００８△ ０８８±００８ ０７８±００７▲ ０８９±００８ ０８４±００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常规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３组治疗前后血流速度比较（珋ｘ±ｓ，ｃｍ／ｓ）

组别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股总动脉 ８３７４±８９３ １０１１９±６０３△ ８２６０±９１９ ９８７０±５０５▲ ８３８１±７９８ ９５３８±４１１▲

股浅动脉 ６１９０±５７８ ８４８８±５６０△ ６２１４±６５５ ７７４９±４３１▲ ６１７６±４７５ ７２００±５２９▲

动脉 ４６０２±３９０ ６５５２±５５４△ ４６８４±３７８ ５７９０±３２８▲ ４６５３±３９０ ５０１９±３７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常规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肝、肾功能异常和其他不良反应比较　３组患
者治疗前后未见肝、肾功能损害，未出现血常规、尿

常规、心电图等异常变化，也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

３　讨论
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的等危症，是以管壁硬化、纤维组织增生、粥样斑块

形成、大中动脉内膜脂质沉着等为主要临床特征的

全身性疾病，也是缺血性心、脑血管性疾病的主要病

理、生理基础［６］。目前研究认为，下肢动脉粥样硬

化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较为常见的一种，其发生发展

与脂质代谢有密切关系［７８］。其发病过程主要分为

３期［９］：脂质条纹期、纤维斑块期及粥样斑块期，脂

质条纹期主要表现为脂质沉积于内膜，脂质被吞噬

细胞吞噬后成泡沫细胞，组织中单核细胞、巨噬细

胞、平滑肌细胞吞噬脂质，并产生胶原纤维弹力纤

维，组织内膜上有明显的黄色斑点或斑纹出现。纤

维斑块期主要表现为脂质堆积及泡沫细胞均大量增

多，平滑肌细胞产生的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呈帽状

均匀覆盖于脂质表面，使病变组织表现为纤维斑块

状，动脉内膜表面表现为瓷白色纤维斑块。粥样斑

块期主要表现为纤维斑块深层细胞大量变性坏死，

坏死后的崩解物与脂质逐渐混合，慢慢形成粥样物

质，镜下可明显观察到坏死的崩解物、纤维组织增生

及胆固醇结晶。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诊治中国

专家建议协作组［１０］表示本病多与吸烟、高血压、脑

血管病、糖尿病、血脂紊乱等并存。从中医的角度，

把其归于“瘀阻”“脉痹”“无脉证”“血瘀证”等范

畴［１１］，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病主要由于过食肥甘厚

味，脏腑输化不及，或先天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

无以“阳化气，阴成形”，均可导致膏脂过多，渗入血

中。主要表现为痰浊为患，痰浊存于血脉导致血瘀，

痰瘀互结，胶着脉道。故该病在中医治疗时不仅要

活血通络止痛，还应讲究化痰通络［１２］。

本研究将治疗时间窗前移，侧重于斑块破裂之

前，同时外洗中药配伍讲究“痰”“瘀”同治，强调治

“痰”，立足于稳定斑块，减少斑块破裂，进行有效的

预防及有针对性的早期干预治疗，针对西医研究中

动脉粥样硬化不仅是由于脂质代谢紊乱沉积在血管

壁所致，也是一种炎性反应，炎性反应在动脉粥样硬

化的各个时期都有参与，加入具有抗炎作用的清热

解毒中药，对于稳定斑块起着很大的作用。中医药

针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

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节脂质代谢，抗炎，抑制血管内

皮增生，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等［１３１４］。例如当归

提取物阿魏酸钠可降低血浆内皮素水平，升高一氧

化氮水平，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等；虎杖能改善血管内

皮依赖性舒张功能，调节脂蛋白代谢；姜黄素具有抗

血管内皮功能失调，抗氧化作用，能通过调节血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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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ＡＤＭＡ）水平，影响结
构型一氧化氮合酶（ｃＮＯＳ）活力和内皮素／一氧化氮
（ＥＴ／ＮＯ）的平衡，从而缓解动脉内皮舒张功能的损
害和抑制血管内膜的增生，达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

作用［１５１７］。蒋文跃［１８］指出石菖蒲有轻度增高血浆

纤维蛋白原含量的趋势，并且指明化痰药降低血黏

度的机制与降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有关，印证化痰

亦能祛瘀、痰瘀同治的理论。另外本研究设立常规

组，作为介于中药治疗和不治疗的对照，表明温水泡

足可以产生热能，从而产生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

降低血黏度、解除疼痛的作用，并且指出泡足的水位

及浸泡部位也至关重要［１９］。中医经络理论指出，小

腿上的穴位６６个，足部穴位３３个。另外从踝关节
到膝关节分布着六经的部分经穴、合穴、络穴、郄穴

及六腑的下合穴，故高位泡足其开通经络、促进气血

运行、加强脏腑功能的作用优于低位泡足效果［２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组治疗后血管内径、血管 ＩＭ及
血流速度均明显优于治疗前，观察组对血管内径改

善情况均优于常规组和对照组，常规组对血管内径

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经过中药外洗后，可以明显增加痰瘀阻络型下肢动

脉粥样硬化患者的血管内径，降低血管ＩＭＴ，增加血
流速度，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综上所述，采用内病外治法治疗痰瘀阻络型下

肢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是其中治疗方法之一，它作用

部位直接，无不良反应，用途广泛，疗效好，是一个值

得推广的很好的治疗方法，但在无标准广泛的方剂、

无统一的辨证分型标准、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等方

面成为其中医药发展研究的短板。

参考文献

［１］李小鹰．踝臂指数在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中的诊断价值［Ｊ］．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９（６）：４４１４４２．

［２］张斌，郑海滨，尚咏．１１例腰椎管狭窄症伴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疾

病的诊疗［Ｊ］．颈腰痛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２）：１５１１５２．

［３］姜恺，沈融，谢吟灵，等．益气活血化痰方治疗老年下肢动脉粥样

硬化［Ｊ］．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４）：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４．

［４］魏成志，栗力．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外科治疗进展［Ｊ］．中国老

年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９（２４）：３３１７３３１９．

［５］史作磊，王坤，于振海．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手术或介入治疗后

血管再狭窄的影响因子［Ｊ］．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４

（３）：１８３１８５．

［６］杨文慧，何燕，魏云鸿，等．超声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对冠心病的

预测价值［Ｊ］．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１６（８）：８８０８８２．

［７］张艳平．Ｎａｒｃ１／ｐｃｓｋ９在脂质代谢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中的作用

［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９（１７）：５１５２．

［８］庄春薇，闵娟，张文清，等．成年人群下肢动脉疾病早期变化与脂

质代谢特点的相关性分析［Ｊ］．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０（１０）：

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１２１３．

［９］温绍君，叶平，李家增．动脉粥样硬化与易损斑块［Ｊ］．中华内科

杂志，２００６，４５（３）：２５９２６０．

［１０］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诊治中国专家建议（２００７）写作组，中

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等．下肢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诊治中国专家建议（２００７）［Ｊ］．中华老年

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６（１０）：７２５７４０．

［１１］王会梅，高荣芳，吕金波．中西医结合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

症６５例［Ｊ］．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１３（４）：３９８３９９．

［１２］李欣，陈咸川，马绍骏，等．益气活血化痰方早期干预老年无症

状期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观察［Ｊ］．上海中医药杂志，

２０１５，４９（６）：３５３８．

［１３］秦合伟，刘萍．中医药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３，１１（９）：１１０７１１０９．

［１４］刁宏，杨会林．中药足浴治疗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研

究［Ｊ］．医药卫生：文摘版，２０１６，２８（５）：１０８１０９．

［１５］陈骁，林以诺，方丹红，等．姜黄素对动脉粥样硬化家兔血管内

皮功能的影响［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３，３８（１９）：３３４３３３４７．

［１６］兰莉，秦俭，陈运贞，等．复方虎杖颗粒对冠心病患者血管内皮

依赖性舒张功能障碍的干预效应［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３１（６）：８７７８７８，９０１．

［１７］杨艳秋，杨伟民，曹淑杰，等．当归活性成分阿魏酸钠干预老年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患者血液抗氧化能力和保护

血内皮细胞功能［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６，１０（３９）：１０１１０３．

［１８］蒋文跃，杨宇，李燕燕．化痰药半夏、瓜蒌、浙贝母、石菖蒲对大

鼠血液流变性的影响［Ｊ］．中医杂志，２００２，４３（３）：２１５２１６，２２５．

［１９］李英．探讨中药足浴及联合西药治疗老年人下肢动脉粥样硬化

的疗效［Ｊ］．大家健康：中旬版，２０１６，１０（１）：７０．

［２０］钟小习．高位温水泡足用于糖尿病早期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效果观察［Ｊ］．中国乡村医药，２０１５，２２（２４）：５７．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上接第１３７０页）
参考文献

［１］范建高．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Ｊ］．中华消化杂

志，２００２，２２（２）：１０６１０７．

［２］肖利力．北京地区部分健康人群超声检查结果分析［Ｊ］．中国国

境卫生检疫杂志，２００５，２８（２）：７０７１．

［３］李立，苏冬梅，韩海啸，等．中医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临床

研究的系统评价［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９５２０３．

［４］苏冬梅，诸葛丽，李健．健脾疏肝方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大鼠

肝脂代谢分子网络的影响［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２）：

９１９９．

［５］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３）：１６１

１６３．

［６］蔡东联．实用营养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７７．

（２０１６－１１－０６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４７３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