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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胰岛素抵抗的

中医证型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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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合并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各中医证型
的分布规律及临床内分泌和糖脂代谢的特点。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
ＰＣＯＳ合并ＩＲ患者７８例并根据中医四诊分型，并选取同龄健康女性２６例为对照，观察其一般情况及临床内分泌、代谢指
标，包括年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总胆固醇（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ＣＨＯＬ）、三酰甘油（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ＴＧ）、
高密度脂蛋白（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ＨＤＬ）、低密度脂蛋白（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ＤＬ）、载脂蛋白Ａ１（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１，ＡｐｏＡ１）、载脂蛋白Ｂ（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ｐｏＢ）、卵泡刺激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
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比较各项指标的组间差异。结果：７８例ＰＣＯＳ患者脾虚
痰湿证５２５６％，肾虚证２３０８％，肝郁证２４３６％。脾虚痰湿组的体质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腰臀比（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ｉｐ
Ｒａｔｉｏ，ＷＨＲ）、胰岛素稳态模型指数（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ＨＯＭＡＩＲ）、ＬＨ、ＬＨ／ＦＳＨ、
Ｔ、ＣＨＯＬ、ＴＧ、ＨＤＬ、ＬＤＬ、ＡＰＯＡ１及ＡＰＯＢ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肝郁气滞组 ＷＨＲ、ＨＯＭＡＩＲ、ＬＨ、ＬＨ／ＦＳＨ
以及Ｔ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肾虚组 ＨＯＭＡＩＲ、ＬＨ、ＬＨ／ＦＳＨ以及 ＴＧ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
肾虚组和肝郁气滞组的ＢＭＩ和ＷＨＲ，以及肝郁气滞组的ＴＧ均显著低于脾虚痰湿组（Ｐ＜００５）。结论：ＰＣＯＳ脾虚痰湿证
ＩＲ发生率高于肝郁气滞证和肾虚证，且脾虚痰湿证具有更明显的肥胖、内分泌及脂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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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
ＣＯＳ）是现代妇产科的疑难疾病，不仅表现卵巢生殖
障碍，而且有糖、脂代谢异常，病症覆盖妇女一生，

是影响女性生殖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其病

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以高雄激素血症和高

胰岛素血症为主要病理特征，其中胰岛素抵抗

（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是其发病的中心环节和基
本的致病基础［１２］，糖脂代谢紊乱是其基础病理改

变。据调查，近４０％患有 ＰＣＯＳ的女性都有 ＩＲ的
表现［３］。

中医学中虽然没有 ＰＣＯＳ的病名，但根据其临
床表现主要归属为“月经失调”“闭经”“不孕”等范

畴。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的基础，体现了中医学理

论的特色。中医认为其病主要在脾、肾两脏，同时还

涉及肝。本文将从 ＰＣＯＳＩＲ各中医证型所表现的内
分泌、糖脂代谢的特点进行探讨，旨在总结、归纳各

证型ＰＣＯＳＩＲ的特点，为ＰＣＯＳ临床辨病和辨证相结
合寻找规律，从而提高中医药防治 ＰＣＯＳＩＲ的临床
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
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结合妇科门诊就

诊的ＰＣＯＳ合并ＩＲ患者７８例，年龄２０～４０岁，平均
年龄（２７６７±３７０）岁；另招募健康女性２６例，年龄
２０～３８岁，平均年龄（２８０８±５２５）岁。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ＰＣＯＳ诊断标准　参照２００３年修订的 Ｒｏｔ
ｔｅｒｄａｍ标准诊断 ＰＣＯＳ：具备以下３条中的２条，即
可诊断为ＰＣＯＳ，即１）月经稀发／闭经；和／或２）经阴
道超声直径≤９ｍｍ的窦卵泡数量 ＞１２个或卵巢体
积＞１０ｍＬ；和／或３）临床或生化高雄激素血症。月
经稀发被定义为周期 ＞３５ｄ，或在过去的１年中月
经来潮＜８次。闭经定义为２次经间隔时间＞９０ｄ。
生化高雄的定义是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６０ｎｇ／
ｄＬ［４］；临床高雄激素血症的定义是 ＦｅｒｒｉｍａｎＧａｌｌｗｅｙ
（ＦＧ）评分≥５分［５］。

１２２　ＩＲ诊断标准　ＩＲ通过胰岛素稳态模型指数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ＨＯＭＡＩＲ）来评价，ＨＯＭＡＩＲ＝空腹血糖
×空腹胰岛素／２２５。其中ＨＯＭＡＩＲ≥２１４被认定
为ＩＲ［６］。
１２３　中医证型诊断标准　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７］中的有关标准并结合临床，将ＰＣＯＳ合并
ＩＲ患者分为肾虚型、肝郁气滞型及脾虚痰湿型。
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２０～４０岁；符合以上诊断标
准；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排除其他内分泌疾病，如高泌乳
素血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未矫正的甲状腺

疾病、库欣综合征、糖尿病等。２）近３个月使用过激
素类药物或中药者。３）近 ３个月接受过针刺治疗
者。

１５　研究方法
１５１　指标测定　测定健康对照组受试者及ＰＣＯＳ
患者的身高、体重、腰臀围、多毛评分，并于月经第２
～５天，空腹１２ｈ后，次日清晨８～１０时采血，测定
血清卵泡刺激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泌乳
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Ｔ，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总胆
固醇（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ＣＨＯＬ）、三酰甘油（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ＴＧ）、高密度脂蛋白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ＨＤＬ）、低密度脂蛋白（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ＤＬ）、载脂蛋白 Ａ１（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１，ＡｐｏＡ１）和
载脂蛋白 Ｂ（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ｐｏＢ）。各项指标均
统一由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检测。

１５２　中医辨证分型　由２名中医／中西医妇科医
生依据主要证候进行中医辨证分型。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先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满足正态分布

时，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不满足正态分布时

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分布　依据上述中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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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诊断标准及主要证候，将就诊的７８例 ＰＣＯＳＩＲ患
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肾虚证患者１８例（２３０８％），
脾虚痰湿证型患者４１例（５２５６％），肝郁气滞证型
患者１９例（２４３６％）。
２２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与体重指数及腰臀比的
相关性　经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分析结果显示，脾虚痰
湿组的体质指数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肝郁气滞组和肾虚组 ＢＭＩ显著低于脾虚痰湿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肾虚组和肝郁气
滞组ＢＭ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脾
虚痰湿组和肝郁气滞组的腰臀比 （ＷａｉｓｔＴｏＨｉｐ
Ｒａｔｉｏ，ＷＨＲ）显著大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５），肾虚组和肝郁气滞组ＷＨＲ显
著小于脾虚痰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肾虚组和肝郁气滞组 ＷＨＲ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 ＰＣＯＳ各组 ＷＨＲ均 ＞
０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等对４万余中国人群抽
样调查后建议我国女性腹型肥胖的临界值为 ＷＨＲ
＞０８）即为腹部脂肪堆积。见表１。

表１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ＢＭＩ、ＷＨＲ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ＷＨＲ

正常对照组 ２６ ２０６５±１９５ ０７８±００４
肝郁气滞组 １９ ２１７１±１９０△ ０８３±００６△

脾虚痰湿组 ４１ ２６５１±３６７ ０８８±００５

肾虚组 １８ ２１８３±３０８△ ０８１±００５△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脾虚痰湿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与 ＨＯＭＡＩＲ的相关性
　经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分析结果显示，ＰＣＯＳ各组 ＨＯ
ＭＡＩＲ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 ＰＣＯＳ各组间 ＨＯＭＡＩＲ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与激素水平的相关性　
经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分析结果显示，ＰＣＯＳ各组 ＬＨ及
ＬＨ／ＦＳＨ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但 ＰＣＯＳ各组间 ＬＨ及 ＬＨ／ＦＳＨ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脾虚痰湿组和

肝郁气滞组 Ｔ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肾虚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ＰＣＯＳ各组间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ＯＳＩＲ各组 ＰＲＬ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ＰＣＯＳ
各组间ＰＲ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ＨＯＭＡＩＲ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ＯＭＡＩＲ

正常对照组 ２６ １３１±０４８
肝郁气滞组 １９ ３００±０７２

脾虚痰湿组 ４１ ４４５±２７２

肾虚组 １８ ２８４±０６８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与脂代谢的相关性　经
方差分析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分析结果显示，脾虚痰湿
组ＣＨＯＬ、ＴＧ、ＬＤＬ以及ＡＰＯＢ各指标均显著高于正
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ＤＬ和
ＡＰＯＡ１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肾虚组仅Ｔ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指标与正常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肝郁气滞组各
指标与正常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仅
肝郁气滞组 ＴＧ显著低于脾虚痰湿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指标 ＰＣＯＳ各组间两两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ＩＲ主要表现为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信号转
导通路的缺陷。高胰岛素血症抑制肝脏性激素结合

球蛋白的合成，导致循环中游离雄激素水平升高，从

而刺激外周脂肪组织转换雄激素为雌酮，导致雌激

素水平升高。升高的雌激素正反馈刺激垂体 ＬＨ分
泌，增加 ＬＨ／ＦＳＨ比值，从而导致卵泡发育异常、闭
锁；此外ＬＨ的分泌增加还会进一步刺激卵巢分泌Ｔ
增多，加重高雄激素血症，后者导致了月经紊乱、卵

巢囊肿、多毛和无排卵性不孕的发展［８］。此外，ＩＲ
患者患上糖耐量受损、糖尿病、血脂异常、动脉粥样

硬化和血管疾病较健康妇女风险更高［９］。

表３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ＦＳＨ Ｔ（ｎｍｏｌ／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正常对照组 ２６ ７１３±１４１８ ０６９±０４０ ０４１±０１４ １５７９±７３０
肝郁气滞组 １９ ８４８±４９５ １４７±０８７ ０６５±０２７ １３３２±６５４
脾虚痰湿组 ４１ ９７０±５３０ １６１±０７８ ０６４±０１９ １２２５±４８１
肾虚组 １８ ９４９±４８５ １７７±１０２ ０５４±０１２ １１８１±４３３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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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ＰＣＯＳＩＲ不同中医证型脂代谢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ＨＯＬ（ｍｍｏｌ／Ｌ） ＴＧ（ｍｍｏｌ／Ｌ） ＨＤＬ（ｍｍｏｌ／Ｌ） ＬＤＬ（ｍｍｏｌ／Ｌ） ＡＰＯＡ１（ｇ／Ｌ） ＡＰＯＢ（ｇ／Ｌ）

正常对照组 ２６ ４４５±０６９ ０８７±０３６ １４３±０２６ ２６０±０５０ １３３±０１７ ０８６±０６２
肝郁气滞组 １９ ４８２±０９５ １１４±０６５△ １３５±０２６ ３０１±０７３ １２８±０１４ ０８２±０２０
脾虚痰湿组 ４１ ５３２±１１３ ２１２±２１７ １１７±０２１ ３４５±０７３ １２２±０１９ １０５±０５１

肾虚组 １８ ４８６±０７７ １４３±０６５ １２７±０２６ ３１３±０５８ １２４±０１４ ０８９±０１４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脾虚痰湿组比较，△Ｐ＜００５。

　　为了给中医辨证提供更加客观化的指标，临床
上对激素、糖脂代谢、人体测量学指标，以及并发症

等与中医证型的相关性进行了诸多研究。多数研究

表明，ＰＣＯＳ性激素、糖脂代谢、人体测量学指标与
中医证型有相关性，但这些指标与何种中医证型有

相关性仍存在不同的观点［１０１６］。本研究首次针对

ＩＲ患者，通过将不同中医证型的 ＰＣＯＳＩＲ患者在相
同辨证层面上进行比较，并与健康女性对照，结果发

现ＰＣＯＳＩＲ不同证型在生殖内分泌代谢特征方面存
在同质性和异质性。尽管月经稀发、闭经、ＩＲ、ＬＨ升
高、以及ＬＨ／ＦＳＨ升高是不同证型的共同临床表现，
但ＰＣＯＳＩＲ患者不同中医证型具有不同的内分泌代
谢特征的表达。其中脾虚痰湿证 ＩＲ发生率高于肝
郁气滞证和肾虚证，且脾虚痰湿证具有更明显的肥

胖、内分泌及脂代谢紊乱。这可能与脾虚痰湿证具

有更明显的肥胖、脂代谢紊乱相关，证实了 ＩＲ是 Ｐ
ＣＯＳ发病的中心环节和基本的致病基础，将导致 Ｐ
ＣＯＳ患者罹患血脂异常、肥胖的风险更高。

证型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

键问题。通过揭示证候实质，探寻证型的生物学基

础，是实现中医学与现代生命科学交融的重要突破

口［１７］。然而目前对 ＰＣＯＳ证型的研究仍多集中在
证型分类及证候分布的总结和与其发病有关因素的

调查方面，尚未真正深入揭示ＰＣＯＳ的证候实质，缺
乏对临床指导的实用性。未来可以通过引入分子生

物学动态的、多参数应答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对 Ｐ
ＣＯＳ不同证型进行全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明确其
生物标志物，探讨ＰＣＯＳ辨证客观化的重要途径，为
ＰＣＯＳ规范化的辨证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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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ＷｉｅｌｇｏｓＭ，ＳｚｙｍｕｓｉｋＩ，Ｋｏｓｉｎｓｋａ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ａＫ，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ｄｉｎｏｐｒｏｓｔｏｎｅ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ｘｒｉ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Ｊ］．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７，２８（４）：５１３５１７．

［５］ＺｈａｏＸ，ＮｉＲ，ＬｉＬ，ｅｔ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ｈｉｒｓｕｔ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１，９６（３）：７９２７９６．

［６］ＣｈｅｎＸ，ＹａｎｇＤ，ＬｉＬ，ｅｔ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０６，２１

（８）：２０２７２０３２．

［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４．

［８］ＢｈａｔｈｅｎａＲＫ．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２０１１，３１（２）：１０５

１１０．

［９］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Ｍ．，Ｍ．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Ｒｏｓａｓ，Ａ．Ｚａｒａｔｅ．Ｃａｒｅｏｆｉｎ

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Ｇｉ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

Ｍｅｘ，２０１０，７８（１１）：６１２６１６．

［１０］王兴娟，曾晓聆，刘颖，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同中医证型与内

分泌代谢的相关性探索［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１，３１

（８）：１０８５１０８９．

［１１］许小凤，刘迎．多囊卵巢综合征基础性激素水平与中医辨证的

相关性［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０４，２５（１１）：１４１６．

［１２］李小平，郑春盛，洪哲晶，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性激素和胰

岛素水平与中医证型的相关性［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９９６９９８．

［１３］严炜，黄慧芬．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与性激素水平、胰岛素

抵抗关系的研究［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２７４

２７６，２７９．

［１４］桑霞，陶莉莉，张玉珍，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型与内

分泌指标的相关性研究［Ｊ］．广东医学，２００８，２９（９）：１５７１１５７３．

［１５］熊红萍，李灿东．多囊卵巢综合征痰证病理与胰岛素抵抗、性激

素关系的研究［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１）：１３１４，

１６．

［１６］黎小斌，兰小玉，欧爱华，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中医证候分布

及其规律探讨［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１，３１（３）：３２３３２６．

［１７］赵立宇，王文静．以蛋白组学方法筛选慢性胃炎湿证患者的实

验初探［Ｊ］．中华综合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６（１１）：７９．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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