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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柴胡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对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月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收治的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１４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ｎ＝５７）和观察组（ｎ＝
５７），对照组采用西替利嗪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柴胡桂枝汤治疗，２组连续治疗３个月。比较２组临床治疗
效果，观察比较２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２组治疗前后体征及症状评分变化，检测并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炎性细胞因子
水平变化。结果：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４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２４６％（Ｐ＜００５）；观察组流涕、鼻塞、鼻痒及
喷嚏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显著早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体征及症状评分均显著降
低（Ｐ＜００１），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γ干扰素（ＩＦＮγ）、白介素１０（ＩＬ
１０）水平显著升高，白介素４（ＩＬ４）、白介素１７（ＩＬ１７）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结论：柴胡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能显著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降低炎性反应，效果显著。
关键词　过敏性鼻炎；柴胡桂枝汤；西替利嗪；炎性细胞因子；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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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态反应性鼻炎，属于耳鼻喉
科常见多发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鼻塞、鼻痒、流涕

和阵发性喷嚏等［１］。临床上常采用西药进行抗过敏

治疗，短期效果较理想，但长期服用不良反应较大，

且易出现复发，长期治疗效果欠佳［２］。中医学理论

将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鼽”范畴，认为患者肺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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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致卫表不固，风寒乘虚而入，肺开窍于鼻，正邪相

争，邪气遏肺，津液外溢，则流涕；祛邪外出，则喷嚏

频作、鼻痒；津水停聚，则鼻塞，故应以补肺气，散风

寒，通鼻窍为治疗原则［３］。有研究表明［４］，柴胡桂枝

汤对过敏性鼻炎的疗效确切。本研究主要探讨柴胡

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对炎

性细胞因子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
我院收治的过敏性鼻炎患者１１４例为研究对象，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ｎ＝５７）和观察组（ｎ＝
５７），对照组男 ３１例，女 ２６例；平均年龄（３３７±
４１）岁；平均病程（３４±０９）年。观察组男３３例，
女２４例；平均年龄（３４１±３９）岁；平均病程（３６±
０７）年。２组患者主要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显
著差异（Ｐ＞００５），可进行比较研究。本研究经过
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变应性鼻炎的诊治原则和推
荐方案》［５］中西医相关诊断标准，符合《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６］中中医诊断标准，并经鼻内镜确诊。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以上诊断标准者；未服用过其
他治疗药物者；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肺炎患者；有上呼道感染者；伴有
支气管哮喘者；严重心、肺、肝功能障碍者；对本研究

所用药物过敏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依从性差者；病历资料不全
者；中途退出研究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盐酸西替利嗪片（浙江
浙北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３００）治
疗，口服，１０ｍｇ／次，１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联合柴胡桂枝汤治疗，组方：柴胡、防风、桂枝、

白芍、白术各１０ｇ，黄芩、党参各１５ｇ，黄芪、大枣各
３０ｇ，蝉蜕６ｇ，炙甘草５ｇ。水煮煎服，２次／ｄ，分早
晚２次服用。２组均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观察比较２组临床症状消失时
间；２）比较２组治疗前后体征及症状评分变化，体征
评分标准［７］：下鼻甲轻度肿胀，尚可看见鼻中甲及鼻

中隔记为１分；下鼻甲与鼻中隔／鼻腔底紧靠，但尚
有缝隙存在记为２分；下鼻甲与鼻中隔／鼻腔底紧靠
无缝隙，鼻中甲有息肉样病变记为３分。症状评分
标准［８］：无症状为０分；流涕：流涕次数少于５次／ｄ
记为１分，流涕次数５～９次／ｄ记为２分，流涕次数
大于１０次／ｄ记为３分；鼻塞：吸气时有阻力记为１
分，间歇性或交互性呼吸记为２分，几乎用嘴呼吸记

为３分；鼻痒：间断性鼻痒记为１分，鼻内有蚁行感
记为２分，鼻内有蚁行感，且难忍记为３分；喷嚏：连
续打３～５个喷嚏为１分，连续打６～１０个喷嚏为２
分，连续打１０个以上喷嚏为３分。３）采集２组患者
治疗前后晨起空腹静脉血３ｍＬ，离心分离血清，采
用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上海彩佑实业有限公司）检测血
清中γ干扰素（ＩＦＮγ）、白介素４（ＩＬ４）、白介素１０
（ＩＬ１０）、白介素１７（ＩＬ１７）等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变
化。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９］评价２组临床治疗效果，患者临床症状消失，
鼻黏膜水肿及鼻甲肿大消失为治愈；患者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鼻黏膜水肿基本消失，但仍有复发为显

效；患者临床症状明显减轻，鼻黏膜水肿及鼻甲肿大

有所减轻为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或加

重为无效，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治愈率 ＋显效率 ＋
有效率。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上
述结果进行数据分析，２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临床
体征及症状评分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以均值±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２组临床治疗效果以百分比（％）表
示，分别采用采用 ｔ检验及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为９４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２４６％（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５７）２６（４５６２）１２（２１０５）１６（２８０７）３（５２６） ５４（９４７４）

对照组（ｎ＝５７）１９（３３３３）１７（２９８３）１１（１９３０）１０（１７５４）４７（８２４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观察组流涕、鼻
塞、鼻痒及喷嚏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显著早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流涕 鼻塞 鼻痒 喷嚏

观察组（ｎ＝５７）４４８±１７４ ７５９±２６１ １６０５±４７４９３８±３５７

对照组（ｎ＝５７）７３５±１９２ ８８６±３０８ １８３４±５２１１４１６±４５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治疗前后２组体征及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前２
组体征及症状评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体征及症状评分均显著
降低（Ｐ＜００１），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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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治疗前后２组体征及症状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体征 流涕 鼻塞 鼻痒 喷嚏

观察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２５５±０３１ ２４９±０２８ ２６１±０２９ ２３９±０２５ ２４６±０２１
　治疗后 ０８９±０３８△△ ０８４±０４３△ ０８１±０２７△△ ０８７±０３１△△ ０８９±０２８△

对照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２５１±０２５ ２４７±０２５ ２６４±０２４ ２４２±０２７ ２４３±０２９
　治疗后 １１４±０４１ １０１±０３２ １２１±０３２ １０７±０２８ １０３±０３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治疗前后２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ＦＮγ（ｎｇ／ｍＬ） ＩＬ４（ｎｇ／ｍＬ）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ＩＬ１７（ｐｇ／ｍＬ）

观察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８５１±４３２ ２３９４±５０７ ８８３６±２９１４ ３０７９２±８０４１
　治疗后 ２４０１±５１５△△ １６８７±４５３△△ １５７９１±４０３９△△ １７６９４±５２３３△△

对照组（ｎ＝５７）
　治疗前 １８６７±４２４ ２４０５±５０９ ８８５７±３０１７ ３１０２４±８４３７
　治疗后 ２１１８±４８６ ２１６９±４７７ １２４６６±３５７２ ２００４８±６４３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４　治疗前后２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
前２组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 ＩＦＮγ、ＩＬ１０水
平显著升高，ＩＬ４、ＩＬ１７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且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４。
３　讨论

过敏性鼻炎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其可导致多

种不良反应，如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睡眠质量

下降、食欲减退等。大量基础研究表明［１０１１］，过敏

性鼻炎是患者接触到过敏源后由 ＩｇＥ介导，通过释
放组胺诱发的鼻黏膜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因此，
可通过抗过敏、抑制组胺释放等途径治疗过敏性鼻

炎。西替利嗪属于组胺 Ｈ１受体拮抗剂，能够选择
性地结合鼻黏膜上的组胺 Ｈ１受体，抑制组胺释放，
从而阻断ＩｇＥ介导的变态反应，其已在过敏性鼻炎
的治疗中广泛应用［１２１３］。但过敏性鼻炎病程较长，

西替利嗪只能暂时控制病情，不能彻底治疗。近几

年，中医治疗已成为治疗过敏性鼻炎研究的新热点。

过敏性鼻炎的病机以肺为首，肺气虚，则鼻窍壅

塞，通气不畅，正如《素问·五脏别论》《灵枢·本神

篇》和《外台秘要》中所言：“五味入口，藏于脾胃，以

养五气，五气入鼻，藏于心肺，若心肺有病，则鼻为之

不利也”，“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风冷

邪入侵肺，则鼻气不和，津液壅寒”。肺主宣发，外

合皮毛，开窍于鼻，若肺气虚弱，腠理疏松，风寒易侵

之，则鼻窍不利，而致鼻鼽。“鼻乃清气出入之道，

清气者，胃中生发之气也”，若饮食不节或劳倦过

度、情志不和，伤及脾气，日久则脾虚，脾虚伤肺，肺

气不足，则寒邪聚鼻而致病。肾为气之根，为命门之

火，肾气充盛，则肺得温养。《素问·宣明五气论

篇》曰“肾为欠，为嚏”，因此，脾、肺、肾虚损是该病

的病机，理应以固本扶正、祛风寒为主要治疗原则。

本研究所用柴胡桂枝汤中柴胡可疏肝解表，桂枝具

有温经散寒之功效，党参可补中益气，三者合用可补

脏腑之虚损，驱体内之寒邪；白芍、白术、黄芪、黄芩、

大枣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柔肝养血；防风、蝉蜕可

疏风理气，温通鼻窍；炙甘草调和诸药，达到标本兼

治的目的。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为９４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２４６％；观察
组流涕、鼻塞、鼻痒及喷嚏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显

著早于对照组；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体征及症
状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说明柴胡

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可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体征及

临床症状，效果显著优于西替利嗪单用，与朱斯

洪［１４］研究结果一致。

过敏性鼻炎是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参与的Ⅰ型变
态反应性鼻黏膜炎性反应，ＩｇＥ在其发生发展中起
重要作用，ＩｇＥ的合成受多种细胞因子的调节［１５］。

ＩＦＮγ是由介导细胞免疫的 Ｔｈ１细胞所分泌，能够
抑制ＩｇＥ合成［１６］；ＩＬ４由介导体液免疫的 Ｔｈ２细胞
所分泌，能够诱导ＩｇＥ合成，正常情况下Ｔｈ１细胞与
Ｔｈ２细胞之间处于动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则易发
生过敏性鼻炎［１７］。ＩＬ１０是炎性反应抑制因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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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Ｔｒｅｇ细胞分泌，在过敏反应中可抑制异种蛋白
所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反应［１８］；ＩＬ１７是炎性反应的
早期启动因子，其血清水平降低可作为过敏性疾病

好转的生物学标志物［１９］。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治疗

前比较，治疗后２组ＩＦＮγ、ＩＬ１０水平显著升高，ＩＬ
４、ＩＬ１７水平显著降低，且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柴胡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可降低过敏性鼻

炎患者炎性反应。

综上所述，柴胡桂枝汤联合西替利嗪能显著改

善过敏性鼻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降低炎性反应，

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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