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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牡蛎散合生脉饮对气阴两虚型甲亢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肝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在张家港市中医医院确诊治疗的气阴两虚型甲亢患者５０例，以数字随机表法均分到２组，每组２５例。对照组服用

丙基硫氧嘧啶片治疗，治疗组服用牡蛎散合生脉饮治疗，２组均治疗２个月。观察２组患者临床疗效、血清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

水平变化及肝功能指标（ＡＬＴ、ＡＳＴ、γＧＴ、ＴＢＩＬ）变化，并对２组患者中医证候进行积分比较。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２００％）略大于对照组（８０００％），２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经治疗后患者的 ＦＴ３、ＦＴ４、ＡＬＴ、

ＡＳＴ、γＧＴ、ＴＢＩＬ水平均降低，而ＴＳＨ水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 ＦＴ３、ＦＴ４、ＡＬＴ、ＡＳＴ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为（１２８±０６５）分，略低于对照组，２组中医证候

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牡蛎散合生脉饮能够有效治疗气阴两虚型甲亢患者，对患者的甲状腺素

水平及肝功能的异常均有显著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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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亢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在体内分
泌过多而引起以神经等系统出现兴奋、亢进现象的

疾病［１］。气阴两虚型甲亢多因为郁火损耗人质气

阴，临床见口干舌燥、疲倦乏力、心悸气促、多汗少

寐、纳差便溏等症状［２］。而中医在诊治甲亢证上有

着丰富的理论和经验，中药方剂对降低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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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患者整体素质上都被证实具有安全确切的疗

效［３］。本研究分析了牡蛎散合生脉饮对气阴两虚型

甲亢患者的临床疗效及肝功能的影响，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在我院确诊治疗的气阴两虚型甲亢患者５０例，以数
字随机表法均分到２组，每组２５例。对照组患者中
男６例，女２４例，年龄１８～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７６２
±８６８）岁，病程１３７～５１２年，平均病程（３５２±
１２５）年。治疗组患者中男７例，女２３例，年龄１９～
６７岁，平均年龄（４６７４±７８２）岁，病程１５２～５１４
年，平均病程（３４２±１２６）年。整个研究均在患者
及其家属知情同意下完成，并同时获得本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与实施。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病程等经过统计学处理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行）》诊断标准［４］，临床表现为颈前轻度肿大或

不肿大，神疲乏力，口干咽燥，气促多汗，心悸少寐，

面色萎黄，腰膝酸软，便溏纳差，下肢水肿，指舌颤

动；舌质红，苔少，脉沉细数而无力。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患者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试行）》诊断标准［４］，并为气阴两虚型甲亢；

２）未服用其他治疗药物；３）无血液系统疾病及心功
能不全或质性疾严重器病；４）肝损害的症状、体征、
肝功能检查异常。

１４　排除标准　１）甲状腺肿大压迫邻近器官；２）有
心脑血管、肝肾系统等原发性疾病；３）治疗前服用其
他药物等进行治疗者，长期服用西药而有依赖性、对

本研究中所用药物过敏者；４）依从性差、耐受性差、
存在药物禁忌证患者；５）妊娠期、哺乳期妇女。
１５　治疗方案　对照组服用丙基硫氧嘧啶片（Ｌｏ
ｍａｐｈａｒｍＲｕｄｏｌｆＬｏｈ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ＫＧ德国赫尔布兰德
制药厂，国药准号Ｈ２０１３０８６８，规格：５０ｍｇ×１００ｓ），
３００ｍｇ／ｄ作为初始剂量，根据患者实际病情遵医嘱
进行用量调整，日服最大量不超过６００ｍｇ，在患者的
病情得到控制后逐渐减量，维持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治疗组给予牡蛎散合生脉饮治疗。牡蛎散合生脉饮

组方：黄芪３０ｇ、太子参１０ｇ、首乌３０ｇ、牡蛎３０ｇ、
玄参３０ｇ、白芍１５ｇ、白术１５ｇ、生地黄２０ｇ、瓜蒌仁
１２ｇ、柏子仁１０ｇ、麦冬１０ｇ、夏枯草１０ｇ、桑椹２０ｇ、
川芎１０ｇ。水煎服，１剂／ｄ，早晚分２次口服。充分
润药后煮沸，待沸腾后小火煎煮３０ｍｉｎ。２组患者

均观察治疗２个月。
１６　观察指标　观察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血清
ＦＴ３、ＦＴ４、ＴＳＨ水平变化及肝功能指标（ＡＬＴ、ＡＳＴ、γ
ＧＴ、ＴＢＩＬ）变化，并对２组患者中医证候进行积分比
较。肝功能指标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贝克

曼公司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２７００）检测；血清甲状腺素ＴＴ３、
ＴＴ４及ＴＳＨ采用化学发光法（瑞士罗氏公司 Ｅ１７０
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检测。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或明显改善，心

率、甲状腺功能及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有效：症状

有所改善，心率、甲状腺功能及肝功能指标有好转；

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甲状腺功能及肝功能指标无

变化或变化较小。中医证候积分：主要症候：心悸多

汗、食欲亢进、体重下降，轻度积２分，中度积４分，
重度积６分；次要症候：甲状腺肿大、疲倦乏力、烦躁
易怒、口干失眠、大便次数增多，轻度积１份，中度积
２分，重度积３分。
１８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
各项检测指标数据采用平均值±标准差（珋ｘ±ｓ）来表
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采用χ２检验比较计
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疗效等级资料的比较。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９２００％）略大于对照组（８０００％），２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２５ ８（３２００）１２（４８００）５（２０００） ２０（８０００）
治疗组 ２５ １０（４０００）１３（５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３（９２００）
ｕ ０９７１４
Ｐ ０３３１３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甲状腺素指标的变化　２
组患者经治疗后患者的ＦＴ３、ＦＴ４水平均降低，ＴＳＨ水
平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
后ＦＴ３、ＦＴ４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ＴＳＨ水平也略高于对照组。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情况比较　２组患者
经治疗后患者的ＡＬＴ、ＡＳＴ、γＧＴ、ＴＢＩＬ水平均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的 ＡＬＴ、
ＡＳＴ、γＧＴ、ＴＢＩＬ水平均优于对照组，其中 ＡＬＴ、ＡＳＴ
水平在治疗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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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甲状腺素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Ｔ３（ｐｍｏｌ／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Ｔ４（ｐｍｏｌ／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ＳＨ（ｍＩ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５ １２８１±３３５ ６５２±１２５ １９８７±２６５ ９７９±１１２ １０２±０３６ ２２５±０４７

治疗组 ２５ １２８４±３２６ ５１５±１１２ １９６３±２３６ ７８６±１０４ １０４±０３７ ２５８±０８５

ｔ ００３２１ ４０８１４ ０３３８２ ６３１３８ ０１９３７ １６９８８
Ｐ ０９７４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７３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７２ ００９５８

　　注：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情况比较（珋ｘ±ｓ，Ｕ／Ｌ）

组别 例数
ＡＬＴ

治疗前 治疗后

ＡＳＴ
治疗前 治疗后

γＧＴＣ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ＢＩ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５ ９２５１±５８５２ ３４０１±１３６７ ７７１５±１８８４ ３８４７±１１３７ ５７３１±３１６７ ５３７４±２９４５ ２７２５±２０３２ ２４６７±２０２５

治疗组 ２５ ９１９５±６０６５ ２５１８±１１２７ ７８２２±１８８２ ２９１１±１０４９ ５７３９±３２６５ ４２９７±２７５９ ２７５６±１９２９ １６４１±１４２１

ｔ ００３３２ ２４９２０ ０２００９ ３０２５２ ０００８８ １３３４４ ００５４９ １６６９５
Ｐ ０９７３６ ００１６２ ０８４１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９９３０ ０１８８４ ０９５６４ ０１０１５

　　注：组内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
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为（１２８±０６５）分，略低于
对照组，２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中医证候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５ ７３１±１２３ １４６±０３７

治疗组 ２５ ７５２±１２０ １２８±０６５

ｔ ０６１１０ １２０３３
Ｐ ０５４４１ ０２３４８

　　注：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是由于甲状腺腺体自身分泌

的甲状腺激素过多而引起的病症。它会影响到患者

全身多个器官，主要为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也多引发

肝功能异常，出现肝肿大、硬化及黄疽等［５］。据统

计，９０％的甲亢患者存在肝脏受损现象［６］。该病是

一种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甲亢的高发期在２０～５０
岁，且女性患者占大多数［７］。目前应用西药类抗甲

状腺药物、１３１Ｉ治疗及手术对其进行治疗都出现了
一定的不良反应、并发症。由于肝脏是甲状腺激素

代谢的重要组织，因此临床上多见甲亢性肝损

害［８９］。除甲亢性肝损害外，抗甲状腺药物也有一定

几率损伤肝脏功能。一般认为过量的甲状腺激素对

肝脏具有毒性作用，甲亢也会引发肝脏相对缺氧、出

现负氮平衡等现象，这些都会导致肝损伤的出

现［１０］。

甲亢在中医理论里属于“心悸”“瘿病”“胁痛”

“黄疸”“郁证”等范畴，多与患者情志失调有关，病

位多在颈部［１１］。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会出现心

慌易躁、多食易饥、失眠多梦、疲乏无力、畏热多汗、

大便次数显著增加、体重显著下降、女性出现月经量

减少及闭经等现象。有学者认为甲亢的病变部位主

要为肝脏，因此该病的病因病机以肝为本［１２１３］。对

于气阴两虚型患者，其肝气郁滞，久而耗气伤神，又

见久郁化火，耗气伤阴。从而气阴两亏，心脉失其所

养，脏腑失其所润。故中医治疗以益气养阴，解郁散

结为主。

目前临床所用单一西药治疗，通常达不到满意

的治疗效果，而多药联用又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几率。本研究通过从临床疗效的分析及对肝功能影

响方面验证了牡蛎散合生脉饮治疗本病有确切疗

效，对患者的异常指标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弥补了

单用西药治疗的不足之处［１５１６］。方中牡蛎重镇安

神，潜阳补阴；黄芪益气实卫，固表止汗；君臣相配

伍，增益滋阴潜阳、益气固表之效。太子参、白术重

在益气生津；白芍、生地黄、玄参偏于滋阴降火。麦

冬养阴清肺；瓜蒌仁、柏子仁润燥散结；夏枯草、桑椹

清热生津；加以川芎入血分而行散。诸药合用，疏肝

解郁、清热散结、益气养阴，养肝血，补益不腻，标本

兼顾［１５１６］。

本临床观察结果表明，牡蛎散合生脉饮不仅能

改善气阴两虚型甲亢患者的甲状腺功能，还能改善

患者的肝功能。其中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６６７％）略
大于对照组（７６６７％），证明牡蛎散合生脉饮治疗
气阴两虚型甲亢有确切疗效。２组患者经治疗后患
者的ＦＴ３、ＦＴ４水平均降低，ＴＳＨ水平均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治疗后 ＦＴ３、ＦＴ４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ＴＳＨ水平也略高于对照组。２组组患者经治疗后患

·０１６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７



者的 ＡＬＴ、ＡＳＴ、γＧＴ、ＴＢＩＬ水平均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的 ＡＬＴ、ＡＳＴ、γ
ＧＴ、ＴＢＩＬ水平均优于对照组，其中 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
水平在治疗后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为（１２８±０６５）分，略
低于对照组。表明牡蛎散合生脉饮治疗甲亢有效且

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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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佘靖主席参加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

　　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
别会议在中国天津召开，中国政府作为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

席国主办了此次盛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会

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国卫计委

主任李斌，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部长贾盖特·普拉喀什·

纳达，俄罗斯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伊戈尔·卡格曼亚，巴西卫

生部副部长安东尼奥·菲格雷多·纳迪，南非卫生部副总司

长萨米赞班·皮莱，以及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

非等国家的卫生部、传统医学部，及国际组织共３００余名代
表参加了会议开幕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佘靖主席作

为国际组织官员受邀出席会议，并参加了传统医药专题研讨

会。

本次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以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让传统医学造福人类”为主题。与会期间，各代表团团长

们围绕 “传统医学融入各国医药卫生体系”议题进行了专

题研讨。世界中联佘靖主席表示：“世界中联致力于增进世

界各国、各地区中医药团体之间和中医药学与世界各种医

药学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医药的业务水平，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学，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促进中医

药进入各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由世界中联主办的世界中医药大会已经在世界的１３个国家
轮流召开。通过这样的活动，增进了中医药和西药技术提

供者，中医药和其他传统医药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相互了解，

同时有效地增强了中医药在各个举办地的影响，对中医药

逐步进入当地医疗体系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世界中联

还积极推进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化，并通过培训及考试的方

式提高会员单位中医药从业者的业务学术水平。世界中联

分布在各国、各地区的会员单位和会员都在积极地致力于

推进中医药在当地的健康发展，我对同道的所有这些工作

甚为钦佩。”

与会期间，各代表团团长们围绕“传统医学融入各国医

药卫生体系”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会后，与会嘉宾还参观

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天士力大健康产业园，直

观了解中医药现代临床应用及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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