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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结合资生汤加减治疗脾胃虚弱型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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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针刺结合资生汤加减治疗脾胃虚弱型慢性萎缩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ＡＧ）的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巩义康瑞医院收治的门诊和住院脾胃虚弱型ＣＡＧ患者７８例，随机分为中药
组和针药组，每组各３９例。中药组给予资生汤加减治疗，针药组在中药组治疗基础上给予针刺胃俞、脾俞和中脘为主穴
进行治疗，疗程均为４９ｄ。观察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病理检查、胃镜检查、环氧酶１（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ＣＯＸ１）、谷胱甘
肽Ｓ转移酶π（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π，ＧＳＴπ）和全血还原比黏度（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ＲＶ）的变化。结果：中药组脱落
１例，针药组脱落２例。治疗后针药组临床症状、病理检查、胃镜检查总有效率均高于中药组（均 Ｐ＜００５）；针药组 ＧＳＴ
π、ＣＯＸ１和ＲＶ评分较中药组改善更为显著（均Ｐ＜００５）。结论：针刺结合资生汤加减可有效改善脾胃虚弱型ＣＡＧ患者
的临床症状、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ＲＶ，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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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萎缩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
ＣＡＧ）系指胃黏膜上皮受到损伤引起腺体组织萎缩，
黏膜变薄，黏膜肌层增厚，常伴有纤维替代、肠上皮

化生和假幽门腺化生的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病

变［１］。在我国患病率约为 ７９％［２］，世界卫生组织

将其列为胃癌前疾病［３］，其发病缓慢，迁延难愈，治

疗棘手［４］。目前尚无治疗本病的特效药物，为了探

求一种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小的治疗脾胃虚弱型

ＣＡＧ的方法，以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减少其癌变的
发生率。我们在对古方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

年的临床实践，依据ＣＡＧ的病机特点以针刺结合资
生汤（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加减进行治疗，取得

较好的疗效，对临床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７８例 ＣＡＧ患者均来自２０１４年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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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巩义康瑞医院收治的门诊和住院
脾胃虚弱型ＣＡ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中药组
和针药组，各３９例。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胃镜标准符合《慢性胃炎
的内镜分型分级标准及治疗的试行意见》［５］，病理标

准符合《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６］；中医诊断参照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意见》［７］的 ＣＡＧ脾
胃虚弱证：气短乏力、胃脘胀痛、食后脘闷不舒、头

晕、大便溏泻、喜按喜暖、饮食减少、胃中嘈杂，呕吐

清水、面色萎黄或苍白、舌淡苔白、脉细弱。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年龄１８～７０
岁；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心脑肾、恶性肿瘤等原发
性疾病患者；合并严重消化道溃疡、胃黏膜上皮异形

增生；妊娠或准备妊娠妇女，哺乳期妇女；治疗期间

同时采用其他治疗，而影响其疗效判定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对针刺或本研究涉及药物
不耐受患者；自行退出、失访或依从性差患者；证型

发生变化患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中药组　给予资生汤加减（白术３０ｇ、山药
２０ｇ、玄参１５ｇ、木香１５ｇ、鸡内金１０ｇ、赤芍１０ｇ、黄
连８ｇ、半夏８ｇ、干姜５ｇ）治疗。采用全自动煎药包
装一体机（济南永延机械有限公司），水煎、浓缩至

６００ｍＬ，早晚各口服１次，连续治疗５６ｄ。
１６２　针药组　在中药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同时给予
针刺治疗。针刺主穴取胃俞、脾俞和中脘；配穴取内

关、巨阙和足三里。胃俞、脾俞和中脘直刺１寸，施提
插捻转补法，使患者有酸麻胀感，胃部有收缩感，留针

２０ｍｉｎ。内关穴直刺１５寸可透外关，采用平补平泻
法，使患者感局部酸胀，有麻电感向指端发散，留针２０
ｍｉｎ；巨阙和足三里直刺１０寸，施捻转补法，使患者
局部有沉胀痛感，留针２０ｍｉｎ。针刺２次／ｄ，６ｄ为１

个疗程，疗程间休息１ｄ，连续治疗７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观察临床症状（胃脘胀痛、气短乏
力、喜按喜暖、食后脘闷、饮食减少、大便稀溏、懒言、

反酸、头晕、胃中嘈杂、呕吐清水和面色微黄）的评分

变化；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 ＶＲ评分变化。采用免疫组
化法检测胃黏膜结构组织中 ＧＳＴπ和 ＣＯＸ１蛋白
水平的表达，采用旋转式黏度计法检查血流变ＶＲ。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
则》［８］。痊愈：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疗效指数

≥９５％；显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好转，７５％≤疗
效指数 ＜９５％；有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
３０％≤疗效指数＜７５％；无效：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
无改善，疗效指数＜３０％。疗效指数＝（治疗后评分
－治前疗评分）／治疗前评分×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及自身
对照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以率表示，采用χ２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脱落病例　治疗期间中药组脱落１例（因患者
依从性差，未按规定疗程接受治疗）；针药组脱落２
例（１例因数据不全而无法判断疗效，１例因病情较
重而接受其他治疗）。

２２　２组疗效比较　临床症状比较针药组总有效
率９４７％，优于中药组８４２％（Ｐ＜００５）；病理检查
比较针药组总有效率６４９％，优于中药组４７４％（Ｐ
＜００１）；胃镜检查比较针药组总有效率７０２％，优
于中药组５５３％（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胃脘
胀痛、气短乏力、喜按喜暖、食后脘闷、饮食减少、大

便稀溏、懒言、反酸、头晕、胃中嘈杂、呕吐清水和面

色微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
后各评分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均 Ｐ＜００５），且针药
组改善程度较中药组更为显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年）

胃黏膜腺体萎缩（例）

轻度 重度 重度

中药组（ｎ＝３８） １７ ２２ ３６３２±６７２ ６３４±２２７ １２ １８ ９
针药组（ｎ＝３７） １９ ２０ ３４６４±５３９ ５７６±１８４ １３ １６ １０

表２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临床症状

显效 有效 无效

病理检查

显效 有效 无效

胃镜检查

显效 有效 无效

中药组（ｎ＝３８） １５ １７ ６ ３ １５ ２０ ５ １６ １７
针药组（ｎ＝３７） １９ １６ ２ ８ １６ １３ ９ １７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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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各临床症状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胃脘胀痛 气短乏力 喜按喜暖 食后脘闷 饮食减少 大便稀溏

中药组（ｎ＝３８）
　治疗前 ３３４±２１５ ３２７±２３１ ３８６±２６８ １６９±１０７ １２５±１１７ ０６３±０７２
　治疗后 １９２±１７６ ２１４±２１９ ２１５±１４７ １０７±０９５ ０７３±０５７ ０４７±０２９

针药组（ｎ＝３７）
　治疗前 ３７９±２６２ ３７２±２３９ ３４９±２１７ １５７±１３８ １３９±１２８ ０５９±０５９
　治疗后 １３８±１２９△ １２７±１９３△ １１２±１６１△ ０７１±０８２△ ０１０±０１８△ ０２９±０３７△

组别 懒言 反酸 头晕 胃中嘈杂 呕吐清水 面色萎黄

中药组（ｎ＝３８）
　治疗前 ０８７±０６３ ０９１±０７６ ０７５±０７９ ０３２±０２７ １１８±０９３ ０３１±０３６
　治疗后 ０６２±０６４ ０４９±０３７ ０５３±０６４ ０１７±０２３ ０７２±０４６ ０１９±０２３

针药组（ｎ＝３７）
　治疗前 ０９１±０８１ ０８５±０６９ ０８９±０８３ ０２９±０１８ １２４±１１７ ０３５±０４９
　治疗后 ０４８±０５３△ ０３０±０４３△ ０２８±０３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８±０３２△ ００５±０１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中药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４　各组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 ＲＶ比较　治疗前２组
患者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Ｒ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 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
ＲＶ与治疗前均明显改善（均 Ｐ＜００５）；针药组明
显优于中药组（均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ＧＳＴπ、ＣＯＸ１和ＲＶ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ＧＳＴπ ＣＯＸ１ ＲＶ

中药组（ｎ＝３８）
　治疗前 ３８２±１３７ ２９６±１２５ ８４１±１２６
　治疗后 ２７２±１１４ ３８７±１３９ ７２５±１４７

针药组（ｎ＝３７）
　治疗前 ４１９±１６２ ３１２±１３５ ８２７±１１４
　治疗后 ２１３±１２６△４２８±１４２△ ４８６±０９３△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中药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　所有患者均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
３　讨论

ＣＡＧ属于中医“胃脘痛”“嘈杂”和“胃痞”的范
畴［９］，中医认为其发病多与饮食不节、脏腑内伤、情

绪失调等损伤脾胃有关［１０］。其病变部位在胃，牵连

至脾，脏腑组织功能受损，气血运行失调，水湿内蕴，

阻滞脉络，湿滞日久而化浊，湿浊郁久而生热。脾失

所升、胃失所降，病程日久，脾胃络瘀阻，耗伤气血，

引起“因滞致虚，因虚夹邪”。若未采取及时有效的

治疗可发展为重度胃黏膜腺体萎缩萎缩、肠上皮化

生，易转化为胃癌。《素问·厥论》曰，“脾主为胃行

其津液者也”，脾主升，运化水谷精微以输布脏腑经

络；胃主降，受纳水谷精微以濡养周身。脾胃乃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以改善宗气充盈，则化生气血

以濡养脏腑；宗气不足，脾失健运，胃失受纳，生化不

足，气血不畅，病程日久缠绵，久病必虚，久虚则瘀。

胃之经脉受损，胃黏膜不得荣养，渐变胃黏膜腺体萎

缩、上皮水肿、肌层增厚、充血、肠化、炎性反应、异形

增生等［１１］。故本病病机以脾胃虚弱为其本，气滞血

瘀为其标。故治应以醒脾和胃，活血化瘀。

资生汤出自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原方

由山药，玄参，白术，鸡内金，牛蒡子组成，具有补脾

健胃，润肺止咳的功效。用于治疗劳瘵羸弱已甚，饮

食减少，喘促咳嗽，身热，脉虚数者。脾为后天之本，

脾胃虚弱，脾失健运，则阻遏气机，胸腕痞满。白术

健脾和胃，助脾之运化，加以木香行气化滞，以行胸

腹滞气。方中白术用量倍于木香，消补兼施，以补为

主，寓消于补之中，以达到“本意不取其食速化，但

令人胃气强不复伤也”。黄连味苦性寒，可清热燥

湿，引药入脾胃经，加入半夏辛温散寒，佐以少许干

姜辛温散寒，三药合用，辛开苦降，理气和中，促进而

痰浊湿化。健脾和胃药和行气药配伍使用，使脾胃

健运、腑气得通，诸症自愈。健脾以温和之品，不宜

苦寒，因此用赤芍易牛蒡子祛瘀而不伤正，活血而不

破血，药虽平和，疗效尚好。补诸药共用具有健脾和

胃、温阳通络、理气止痛的功效。促进胃的腐熟水谷

作用，改善脾胃组织微循环，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

加快局部血流速度，减轻胃黏膜表皮炎性反应，促进

胃黏膜的修复。

针刺胃俞和脾俞能够调节气血运行、增强强脾

的运化功能，保护胃黏膜细胞，修复受损腺体组

织［１２］，改善脾胃血液循环，增加组织营养，降低毛细

血管通透性；针刺中脘可缓解胃痉挛，抑制组织平滑

收缩，诱生组织干扰素、抑制肿瘤坏死因子释放，增

加脾胃抗体细胞数目，有益于修复受损的胃黏

膜［１３］；针刺内关、巨阙和足三里可以补脾益气、活血

通窍，可改善血流变、增加胃脘组织血液循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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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吸收，阻碍炎性反应因子渗出。针刺上述

穴位具有醒脾和胃、活血通络的功效。

综上所述，针刺结合资生汤加减具有健脾和胃、

温阳通络、活血理气的作用，为治疗脾胃虚弱型

ＣＡＧ的有效方法，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中医药治
疗ＣＡＧ疗效显著，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将深入探
讨其作用机制。本研究虽然疗效确切，但仍存在样

本数量的不足，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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