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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胃溃灵汤结合针灸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疗效及对血清免疫功能蛋白水平变化、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的
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接收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共７０例，并依据就医顺序，随机分成２组，每组３５
例。对照组给予胃溃灵汤；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针灸治疗。对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中医候证积分、免疫
球蛋白水平、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进行测定。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４２９％，对照组总有效率７１４３％，２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疲倦乏力、胃脘痛、反酸嗳气、纳差便溏４项中医症候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６、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针灸结合胃溃灵汤治疗消化性溃疡具有良好效果，并能有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蛋白及血清炎性

反应因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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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性溃疡指的是在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处
发生的慢性溃疡，是消化系统的常见及多发病之

一［１］。可由多种原因造成，与患者的饮食习惯、食物

卫生、身体状态及不合理的药物应用等都有紧密联

系。该病初期患者多出现反酸、胃部疼痛等症状，

由于症状较为轻微，服药后有所缓解而不易引起患

者重视，未能及时治疗控制［２］。随着消化道黏膜的

受损程度加重，患者的黏膜缺损深度超过黏膜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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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患者出现严重疼痛及其他不适症状，且易反复

发作，严重威胁人体健康［３４］。我们分析胃溃灵汤

结合针灸治疗消化性溃疡的疗效及对血清免疫功能

蛋白水平和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本院门诊接收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共７０例，并依据就
医顺序，随机分成 ２组，每组 ３５例。对照组男 ２１
例，女 １４例，年龄 ３２～６６岁，平均年龄（４５７８±
７５２）岁；观察组男１９例，女１６例，年龄３０～６３，平
均年龄（４５８２±７６５）岁。２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２００９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
病分会的“消化性溃疡中医诊疗共识意见”制定，主

症：１）胃脘胀痛，遇情志不遂则痛作或加重；２）嗳气；
３）脉弦。次症：１）嘈杂；２）善太息；３）泛酸；４）纳差；
５）舌质淡红，舌苔薄白或薄黄。肝胃不和证辨证确
诊：除主症及舌脉为必备条件，兼有两项次症［５］。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中医诊断胃脘痛肝胃不和
证和胃镜确诊消化性溃疡；２）年龄１８～６５周岁；３）
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４）患者依从性好，没
有参加其他临床研究。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有出血、穿孔、幽门梗阻和癌变
等严重并发症者；２）胃镜证实为穿凿性溃疡、胃溃疡
合并重度异型增生者；３）有食管溃疡、直径＞２５ｃｍ
的巨大溃疡、胃泌素瘤等特殊溃疡者；４）合并有严重
心、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疾病及精神病患者；５）
存在影响临床疗效观察的其他并发症或对受试药物

有禁忌证的疾病；６）准备妊娠、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及
对受试药物过敏者。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胃溃灵汤，组方：赤芍、
白芍各２０ｇ、柴胡１０ｇ、炒白术１５ｇ、陈皮１０ｇ、枳实
１０ｇ、姜半夏１０ｇ、砂仁１０ｇ、厚朴１０ｇ、蒲公英１０ｇ、
白及２０ｇ、黄连６ｇ、吴茱萸３ｇ、丹参１０ｇ、炙甘草６
ｇ，上述药物水煎服，１剂／ｄ，１次２００ｍＬ，早晚分服。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针灸治疗，主穴：公孙

（健）、内关（健）、天枢（双）、中脘、关元、足三里

（双）。配穴：肝胃不和者加太冲；脾胃虚寒者加神

阙；气滞血瘀者加血海；气血不足者加脾俞、胃俞。

针刺方法：取３０号２寸不锈钢针，局部消毒，直刺得
气后实证用泻法，虚证用补法；若疼痛发作明显时，

先刺足三里穴，得气后持续运针１～３ｍｉｎ，直到痛止
或缓解，再随证针刺其他穴位；神阙用艾炷隔盐灸

法，一般７壮或１４壮为宜。每次留针２５ｍｉｎ，１次／
ｄ。
１６　观察指标　对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中
医候证积分、免疫球蛋白水平、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

平进行测定。中医候证积分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发生

的频率、程度及特点，分别记为无：０分；轻度：１分；
中度：３；重度：５分，以此记录患者发生倦怠乏力、胃
脘痛、反酸嗳气、纳差便溏 ４个主要证候的积分变
化。于治疗前后清晨空腹采集２组患者外周静脉血
备检。采用速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ＩｇＧ、
ＩｇＡ、ＩｇＭ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检
测血清白介素６（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及转
化生长因子（ＴＧＦβ１）的水平，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
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疗效通过胃镜检查并根
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的消化

性溃疡疗效判定标准评分。显效：胃镜显示溃疡愈

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有效：胃镜显示溃疡面缩小

１／２，症状明显改善；无效：胃镜显示溃疡无好转，临
床症状和体征无改善。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
率。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选择 ＳＰＳＳ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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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ｔ检验比较组间差异；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比
较，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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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总有效率
９４２９％，对照组总有效率只有７１４３％，２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ｎ＝３５） ２２ １１ ２
对照组（ｎ＝３５） １０ １５ １０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中医症候评分比较：观察组治疗
后疲倦乏力、胃脘痛、反酸嗳气、纳差便溏四项中医

症候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前后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观察组治疗
后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治疗前后炎性反应因子比较　观察组治
疗后ＩＬ６、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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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中医症候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疲倦乏力

治疗前 治疗后

胃脘痛

治疗前 治疗后

反酸嗳气

治疗前 治疗后

纳差便溏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５） ４０９±０６２ ０８７±０１６ ４６７±０３２ ０６５±０１５ ４３１±０５３ ０７１±０３２ ４５２±０３５ ０６５±０５１

对照组（ｎ＝３５） ４１５±０５４ １７７±０４６ ４６１±０３５ １８６±０５２ ４２２±０５５ １６８±０５４ ４５３±０４１ １５６±０５３

　　注：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珋ｘ±ｓ，ｇ／Ｌ）

组别
ＩｇＧ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Ａ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Ｍ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５） ７９２±１２６ １２７５±３２５ １６７±０５１ ２９７±０４８ ０９２±０５６ １９２±０２３

对照组（ｎ＝３５） ７８１±１２１ １０１２±２２０ １５８±０４６ ２２２±０４４ ０８９±０５７ １５８±０３１

　　注：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反应因子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６（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ＧＦβ１（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５） １９２８１±５２３５ １０７２５±２２１５ ６９２７±９６５ ５２７９±７１２ ２３２±０５６ １０２±０１７

对照组（ｎ＝３５） １９１７４±５０２７ １５２６２±３６２５ ６８３３±１０３６ ６２１２±７５４ ２４１±０５７ １５８±０７３

　　注：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消化性溃

疡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本病多为慢性起病

并具有较高隐蔽性，不容易及时发现，且在任何年龄

均可发病，起病后可发生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甚至

癌变等并发症，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５６］。

西医治疗本病疗效确切，其中制酸剂与抗幽门螺旋

杆菌的广泛应用，使消化性溃疡的愈合率得到了显

著提高［７］。但长期临床发现患者经过常规的抑酸

治疗后，其溃疡较易复发，而且较易引起幽门螺杆菌

耐药菌株的出现和抗生素耐药性。

与消化性溃疡相关的炎性反应因子较多，其中

ＴＮＦα在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 Ｔ淋巴细胞的正常
分泌水平下，可通过促进促进 Ｔ淋巴细胞增殖分化
和增强其免疫能力而调节机体免疫功能［８］。ＩＬ６能
促进Ｂ细胞增殖分化、刺激 Ｔ淋巴细胞、诱导免疫
细胞的增殖分化，能发挥良好的免疫调节作用，同时

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并参与到机体免疫调节和炎性

反应过程中，其水平在病理状态下会出现异常升高

并导致免疫性病理损伤［９］。ＴＧＦβ１是由 Ｔ淋巴细
胞分泌的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免疫因子，正常表达

下可抑制Ｔ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增殖，病理状态下的
异常表达则会诱导 Ｔ细胞增殖［１０］。免疫球蛋白是

血液、组织液和外分泌液中起重要体液免疫作用的

蛋白。研究发现机体受到损伤后会释放大量皮质醇

及细胞因子，并影响 Ｂ细胞的增殖分化而使机体免
疫球蛋白出现异常改变。消化性溃疡患者会出现免

疫功能抑制，除了机体在应激状态时大量释放的细

胞因子引发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的异常释放
外，还与溃疡出血导致的血浆蛋白的流失有关［１１］。

因此本研究中所应用的治疗方式能通过有效增加患

者体内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的含量而增强机体
免疫力，促进溃疡的愈合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１０］。

消化性溃疡属中医学“胃脘痛”“吐酸”“嘈杂”

等范畴，近代多从胃脘痛论治溃疡病。消化性溃疡

发病机理多为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外邪犯胃、气机

不调、脾胃虚弱，运化失职等［１１］。有学者使用康胃

愈溃汤Ⅱ号和自制胃溃灵汤剂治疗消化性溃疡，并
获得了显著的效果，提示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安

全有效，且能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１２１５］。目前临床

发现中医药在治疗消化性溃疡方面具有显著的疗

效，能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增加溃疡愈合率，提高溃

疡愈合质量，且具有不良反应少，溃疡复发率低，避

免耐药性产生等优点，因而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

景［１６］。针灸是我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是“内

病外治”的典型疗法。针灸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

作用及一定的行针操作来对全身疾病进行治疗，起

到调和阴阳、疏通经络、扶正祛邪等作用，同时帮助

患者提高免疫力和整体素质［１７１８］。本研究所用治

疗方法属于单纯中医治疗，其中中药方剂可充分发

挥各组分的功效，可通过配伍把握整体治疗，发挥更

好的临床治疗作用，从整体上提升患者免疫力，减轻

患者炎性反应。而且中药相对不良反应较低，治疗

安全性更高，还可同时避免西药治疗产生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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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降低溃疡复发率。

目前关于针灸结合胃溃灵汤治疗消化性溃疡的

研究报道相对很少，尤其是通过临床治疗有效率、中

医候证积分变化、免疫球蛋白水平变化、血清炎性反

应因子水平变化，对针灸结合胃溃灵汤治疗消化性

溃疡的整体效果进行评价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研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大于，观察组治疗后疲倦乏

力、胃脘痛、反酸嗳气、纳差便溏四项中医症候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
ＩｇＡ、ＩｇＭ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６、
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针灸结
合胃溃灵汤治疗消化性溃疡具有良好效果，并能有效

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蛋白及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

综上所述，胃溃灵汤结合针灸只看了消化性溃

疡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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