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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五味消毒饮配合布地奈德经鼻雾化吸入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的临床疗效，并探究对其炎性
反应因子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焦作市五官医院收治的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
患者１２６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３例。对照组应用布地奈德经鼻雾化吸入治疗，观察组
应用五味消毒饮配合布地奈德经鼻雾化吸入治疗，２组均连续治疗２周。评定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检测２组治疗前后血
清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ＩＬ）２、ＩＬ６和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炎性反应因子水平，比较２组治疗前后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Ｂ淋巴细胞数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情况，记录２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结果：治疗
后，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ＴＮＦα、ＩＬ６和ＣＲＰ均较治疗前
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Ｌ２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和ＣＤ４＋／ＣＤ８＋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８＋和Ｂ淋巴细胞数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五味消毒饮配合布地奈德经鼻雾化吸
入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疗效显著，同时能改善炎性反应因子、增强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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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燥性鼻咽炎是鼻咽癌化疗后常见并发症，属
鼻咽黏膜的非特异性炎症，表现为口干、咽喉疼痛、

鼻咽部烦躁难忍、吞咽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

命质量［１］。现代医学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

炎多应用补充维生素、抗炎、对症处理和支持治疗，

但难见满意疗效［２］。研究表明，中医药能辨证治疗

此病具有不良反应小、安全、疗效稳定且持续等优

势，能明显缓解临床症状，降低炎性反应，提高机体

免疫［３］。本研究观察了五味消毒饮配合布地奈德经

鼻雾化吸入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的临床

疗效，并探究了对其炎性反应因子及免疫功能的影

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焦作市五官医院收治的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

患者１２６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３例，观察组中，男４６例，女１７
例；年龄３１～７０岁，平均年龄（５３８２±６３７）岁；鼻
咽癌治疗方法：单纯放疗性３４例，综合治疗２９例。
对照组中，男４９例，女１４例；年龄３０～６９岁，平均
年龄（５２６４±５７６）岁；病程１～６个月，平均病程
（３３２±０７１）个月；鼻咽癌治疗方法：单纯放疗性
３２例，综合治疗３１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实用耳鼻喉科头颈外
科学》中诊断标准［４］。

１２２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耳鼻咽喉科学》
中诊断标准［５］，临床症状：鼻咽部灼痛、干燥难忍，口

干，咽喉疼痛，舌红而干；同时均病理确诊是鼻咽癌，

活检证实是低分化鳞癌，在Ⅱ期放疗后出现干燥性
鼻咽炎者；专项检查：鼻内窥镜检查显示鼻咽部黏膜

干燥、肿胀、充血，多数有痂皮或伪膜存留，咽部检查

表明咽部黏膜干燥、充血，咽后壁黏膜干亮。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均经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诊为鼻
咽癌，并于首程放疗治疗后出现干燥性鼻咽炎者；２）
年龄３０～７０岁者；３）治疗期间无脑血管意外、急性
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等未受控制疾病者；４）预计
生存期 ＞３个月者；５）本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并经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１）过敏体质者；２）精神疾病者；３）
严重心、肾、肝等重要器官原发性病变者；４）同时参

与其他干预性临床试验或抗肿瘤治疗者；５）妊娠及
哺乳期妇女。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治疗依从性差者；２）治疗
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不良反应事件以及特殊生

理变化等情况，不能继续接受治疗者；３）治疗还未结
束而中途换药或自行停药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对照组　应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澳大利亚阿
斯利康生产，批准文号：Ｈ２００９０９０３，）经鼻雾化吸入
治疗，２ｍＬ／次，每侧鼻腔吸入１ｍＬ，约２５ｍｉｎ吸入
时间，总共约５ｍｉｎ，２次／ｄ，持续治疗２周。
１６２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五味消
毒饮，处方：金银花２０ｇ、蒲公英１５ｇ、野菊花１５ｇ、
紫背天葵１５ｇ、紫花地丁１５ｇ，常规煎煮，过滤得煎
液４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温服。持续治疗２周。
１７　观察指标　比较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治疗前
后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和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情况

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１）临床疗效：评
定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２）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
平：２组治疗前后清晨采集３ｍＬ空腹静脉血，室温
静置，速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在离心机上离心１０ｍｉｎ，分
离血清，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酶联免疫法测

定肿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α水
平，放射免疫法检测白细胞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２
和ＩＬ６水平，免疫比浊法检测 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水平，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施以
检测。３）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情况：使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２组治疗前后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情况，包括 Ｔ
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和ＣＤ４＋／ＣＤ８＋）
和Ｂ淋巴细胞数。４）不良反应：记录２组治疗期间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实用耳鼻喉科头颈外科
学》中相关标准［４］。显效：鼻内镜检查显示鼻咽部没

有痂皮，咽部干痛感消失，咽部黏膜红润；好转：鼻咽

部没有痂皮，偶感口干，每天需饮水１～２次缓解，咽
部黏膜红润；无效：鼻咽部仍存在痂皮，需定期清除，

咽部黏膜干燥、充血，需经常饮水缓解。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比例之和。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
应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描述，组内或组间比较行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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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ｎ＝６３） ３７（５８７３）１２（１９０５）１４（２２２２） ４９（７７７８）
观察组（ｎ＝６３） ４２（６６６７）１６（２５３９） ５（７９４） ５８（９２０６）

χ２ － － － ３９６７
Ｐ － － － ００４６

２２　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　治疗前，２组血清
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６和 Ｃ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ＴＮＦα、ＩＬ６和 ＣＲＰ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ＩＬ２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且观察组ＴＮＦα、ＩＬ６和ＣＲＰ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Ｌ２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２３　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情况　治疗前，２组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 Ｂ淋巴细胞数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ＣＤ３＋、
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８＋和 Ｂ淋巴细胞数较治
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
察组 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８＋和 Ｂ淋巴

细胞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不良反应　２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不良
反应，观察组有１例发生轻度腹泻，于停药后症状自
行消失，无需对症治疗。

３　讨论
目前临床治疗鼻咽癌多以放疗为主，但放疗中

放射线可损伤鼻咽部和咽部正常黏膜腺，造成黏膜

肿胀，伪膜和分泌物潴留，又因癌细胞自身分解代

谢，使机体热毒废物淤积量逐渐增加，引发干燥性鼻

咽炎［６］。有报道证实，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６和 ＣＲＰ等
炎性反应因子均参与了干燥性鼻咽炎的发生发展过

程，并在免疫应答反应和免疫细胞增殖中发挥重要

作用［７］。机体免疫系统主要效应细胞与调节细胞为

Ｔ淋巴细胞，其能通过识别抗原、递呈抗原等方式来
构成多种细胞间联系网络，共同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的生理平衡［８］。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下降能刺激Ｂ淋巴细胞分泌活跃，
使体液免疫增强，同时补体被激活，引发免疫复合物

出现黏附与沉积，进而加重病情［９］。布地奈德混悬

液是吸入性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具有良好抗炎、降

低气道高反应性、抗过敏作用，其被机体吸收后，肝

脏能将９０％布地奈德分解为低活性的肾上腺皮质
类固醇，能阻碍花生四烯酸代谢以及免疫球蛋白 Ｅ
的结合，收缩微小血管，减轻微血管渗漏，抑制前列

腺素和白细胞三烯的合成，同时抑制产生和分泌白

细胞介素，进而阻止炎性细胞的激活和趋化［１０］。布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ｎｇ／Ｌ）

组别 ＴＮＦα ＩＬ２ ＩＬ６ ＣＲＰ

观察组（ｎ＝６３）
　治疗前 １７９６２±２６４３ ４１４±０４２ ２５８３４±２３１７ ３６６５±６２４
　治疗后 ８４３３±１８５６△ ８４９±０６５△ １２１３７±１６４９△ １２６６±３１０△

对照组（ｎ＝６３）
　治疗前 １８３１９±３０２４ ４０８±０５１ ２６３９６±２６４５ ３５７７±５８６
　治疗后 １１２０７±２１３６ ６７２±０８１ １４６２２±１９８６ １９８４±４６７

　　注：２组治疗后各指标比较比较，Ｐ＜００５；２组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免疫细胞亚群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Ｂ淋巴细胞数

观察组（ｎ＝６３）
　治疗前 ５９３８±４１９ ３００８±３２２ ２５７７±３６０ １１６±０２４ ３５６１±６４４
　治疗后 ６７８２±５３５△ ３８１２±４２９△ ２８４３±３２６△ １４２±０１９△ １８８４±３２９△

对照组（ｎ＝６３）
　治疗前 ６００８±４６４ ２９６５±３４９ ２５９１±３９４ １１４±０２６ ３６０１±６３８
　治疗后 ６４４７±６２３ ３４４７±５６３ ２７６８±４０２ １２９±０２２ ２７５３±４７２

　　注：２组治疗后各指标比较比较，Ｐ＜００５；２组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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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奈德混悬液可通过雾化给药方式使患者经鼻吸入

后，可有效减少鼻分泌物，减轻鼻咽部黏膜变态反应

和炎性反应，从而缓解鼻咽部黏膜疼痛、肿胀等症

状，但其对于非变态反应造成的咽干、咽异物感等症

状疗效相对较差［１１］。

中医学称鼻咽为“颃颡”，如《灵枢·忧恚无言》

云：“颃颡者，分气之所泄也”，《太平圣惠方》曾载：

“若风邪热气，搏于脾肺，则经络痞塞不通利，邪热

攻冲，上焦壅滞，故今咽喉痛疼也”，中医学认为鼻

咽癌是由于邪毒外犯、情志不遂、年老气虚、饮食所

伤等因素致使机体正虚邪实，脏腑功能失调，发生痰

浊结聚或气血凝滞，造成经络受阻，引发积聚血证；

若痞塞已久，导致积聚壅结，化热化火，出现火毒内

困之证［１２］。形成鼻咽癌后，鼻咽腔内直接暴露有原

发灶，易受外邪侵袭，邪毒感染，入侵肺系，内蕴不

解，郁久化热则成热毒之证［１３］。加之应用放疗手段

治疗鼻咽癌，而放疗手段在中医学被认为是一种

“火热邪毒”，可机体相互作用，促使内外热毒结合，

化火灼津，并造成伤津耗气、热毒炽盛，热毒蕴结入

于血分，致使出现咽痛、吞咽困难、口干等阴虚内热

之象。故在临床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应

以清热解毒、散结消肿为治疗原则，以达扶正祛邪，

气血同清，三焦热结同治［１４］。在放射治疗后应用中

药汤剂治疗，不仅可调整机体气血阴阳平衡，增加正

气，同时对增强患者免疫功能也一定的作用。

本研究所用五味消毒饮出自《医宗金鉴》，多用

于火毒结聚、脏腑蕴热之痈疮疔毒，其中金银花清热

解毒、疏风解表、消炎退肿；蒲公英清热解毒、利尿通

淋、消肿散结；野菊花清热解毒、泻火平肝；紫背天葵

清热解毒、止血补血；紫花地丁清热解毒、清热利湿、

凉血消肿。诸药合用，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功

效，能消散积热火毒，还能凉血散结，同时还可发挥

活血化瘀、破瘀行血、破血行瘀、消肿止痛的作

用［１５］。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金银花所含主要成分绿

原酸和异绿原酸具有良好抗菌消炎功效，其水煎剂

能明显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和溶血性

链球菌等，还能使白细胞吞噬功能得以增强，促进淋

巴细胞转化［１６］；蒲公英具有明显抗菌、抗病毒作用，

其多糖成分能提高外周血中淋巴细胞转化率，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能有助于免疫细胞增殖分化［１７］；也有

相关研究显示［１８］，蒲公英叶提取物具有降低脂多糖

诱导的ＲＡＷ２６４７炎性反应细胞中 ＣＯＸ２和 ｉＮＯＳ
的表达，且能够有效抑制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的激

活，同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质粒有消除作用。

野菊花水提取物能显著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促进产生血清凝集素抗体，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并对

类白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具有较好抑制作

用［１９］。紫花地丁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其不仅对

体内多种酶的活性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其对核酸蛋

白质的合成及免疫功能和细胞繁殖均具有直接或间

接的作用，另外其还能通过酶系统对生物机体的代

谢及免疫功能发挥调节和控制作用［２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ＴＮＦα、ＩＬ６和ＣＲＰ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ＩＬ２显著高于对照组；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ＣＤ８＋和 Ｂ淋巴细
胞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２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
重不良反应。提示五味消毒饮配合布地奈德经鼻雾

化吸入治疗鼻咽癌放疗后干燥性鼻咽炎，能显著提

高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安全可靠，同时能改善炎性反

应因子、增强免疫功能，为临床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但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如研究对象较少、观察时间较短、未随访评价远

期疗效，其远期疗效以及作用机制有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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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２０１４，２９（６）：６６３６７０．

［７］ＷｅｋｅｌｌＰ，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Ａ，ＢｅｒｇＳ，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ｕｔ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ｅｖｅｒ，ａｐｈｔｈｏｕｓｓｔｏｍａｔｉｔｉｓ，ｐｈａｒ

ｙｎｇ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ａｄｅｎｉｔ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Ａｃｔａ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６，１０５

（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５１．

［８］张磊．蓝芩口服液对慢性咽炎血清炎症因子及免疫细胞亚群的

影响［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５，３５（１１）：１１３９１１４１．

［９］ＰｅｔｒａＤ，ＰｅｔｒａＫ，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Ｋ，ｅｔａｌ．Ｐｏｌｙｃｌｏｎａｌ，ｎｅｗｌ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ＰＤ１ｉｎｔｏｎｓｉｌｓ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Ｆｅｖｅｒ，Ａｐｈｔｏｕｓ

Ｓｔｏｍａｔｉｔｉｓ，Ｐｈ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ｄｅｎｉｔｉｓ（ＰＦＡＰＡ）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ＭｏｌＩｍ

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６５（１）：１３９１４７．

（下接第３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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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ｅ，１９９３，１６（８）：１１６７１１７８．

［５］ＤｈａｖａｌｅＨＳ，ＰａｎｉｋｋａｒＶ，ＪａｄｈａｖＢＳ，ｅ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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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３，６１（１２）：８９６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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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ｅ，１９８８，１５（２）：２２７２５０．

［７］班艳红，马国庆，段志宇，等．益气活血化痰法治疗２型糖尿病合

并冠心病的临床观察［Ｊ］．中医药信息，２０１４，３１（３）：１４７１４８．

［８］ＭｃＨｏｒｎｅｙＣＡ，ＷａｒｅＪＥ，ＲａｃｚｅｋＡＥ．ＴｈｅＭＯＳ３６Ｉｔｅｍ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ＳＦ３６）：ＩＩ．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ｏｆ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ｎ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Ｊ］．ＭｅｄＣａｒｅ，

１９９３，３１（３）：２４７２６３．

［９］霍晶晶，于世家．于世家教授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经验介绍

［Ｊ］．新中医，２００８，４０（３）：１２１４．

［１０］ＲａｎａＪＳ，ＶｉｓｓｅｒＭＥ，ＡｒｓｅｎａｕｌｔＢＪ，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ａｎｄ

ｒｉｓｋｏｆ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ｅｎ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Ｎｏｒｆｏｌｋ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ＪＣａｒ

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１４３（３）：３９９４０４．

［１１］ＨｏｗａｒｄＢＶ，ＲｏｂｂｉｎｓＤＣ，ＳｉｅｖｅｒｓＭＬ，ｅｔａｌ．ＬＤ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ａｓａ

ｓｔｒｏ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ｌｏｗＬＤＬ：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Ｈｅａ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Ａｒｔｅｒｉｏ

ｓｃｌｅｒＴｈｒｏｍｂＶａｓｃ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２０（３）：８３０８３５．

［１２］ＡＣＣＯＲ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ＨＮ，ＥｌａｍＭＢ，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ｉｐｉ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Ｎ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７）：１５６３１５７４．

［１３］ＨａｑｕｅＡＫ，ＧａｄｒｅＳ，ＴａｙｌｏｒＪ，ｅｔ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ａｕｔｏｐｓｙｓｔｕｄｙｏｆ７６ｏｂｅ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

ＡｒｃｈＰａｔｈｏｌＬａｂＭｅｄ，２００８，１３２（９）：１３９７１４０４．

［１４］ＳａｒｗａｒＮ，ＤａｎｅｓｈＪ，ＥｉｒｉｋｓｄｏｔｔｉｒＧ，ｅｔａｌ．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１０，１５８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ｃａｓｅｓａｍｏｎｇ２６２，５２５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２９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１５

（４）：４５０４５８．

［１５］王淼，赵冬，王薇，等．中国３５～６４岁人群血清甘油三酯与心血

管病发病危险的关系［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８，３６（１０）：

９４０９４３．

［１６］ＳａｇｈａｆｉＨ，ＭａｈｍｏｏｄｉＭＪ，ＦａｋｈｒｚａｄｅｈＨ，ｅｔ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ｉｒｓｔｄｅｇｒｅ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

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ｃｔａ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６１（６）：６０７６１３．

［１７］杨文英．２型糖尿病伴血脂异常的可能机制［Ｊ］．国外医学：内分

泌学分册，２００４，２４（３）：附录２４．

［１８］左玲俊，徐俊冕审．ＨＰＡ轴功能与抑郁症［Ｊ］．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２００１，１５（２）：１１２１１３，１０９．

［１９］ＹａｇｈｉｎｉＮ，ＭａｈｍｏｏｄｉＭ，ＡｓａｄｉｋａｒａｍＧＲ，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

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ＩＬ１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Ｉｒａｎ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ＭｅｄＪ，２０１１，１３（１０）：７５２．

（２０１７－０６－１６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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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１２］郭蓓，袁琨，崔前波，等．金叶败毒颗粒防治鼻咽癌三维适型放

疗后口腔干燥症临床研究［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６）：７８０７８２．

［１３］邱敏，孙科，邹文娟，等．曾定伦治疗慢性咽炎经验总结［Ｊ］．世

界中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６）：８７６８７８．

［１４］陈爱丽，邱圣红，梁志娴，等．清热利咽方治疗鼻咽癌放疗所致

口干的效果［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５，３６（２１）：３３９８３３９９．

［１５］邓婧，彭成．五味消毒饮加减治疗鼻咽癌放疗后近期临床疗效

观察［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２７（４）：４９７４９８．

［１６］景恒翠，翟庆梅，曹倩．金银花的药用成分及药理分析［Ｊ］．河南

中医，２０１４，３４（９）：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１７］蒋喜巧，苗明三．蒲公英现代研究特点及分析［Ｊ］．中医学报，

２０１５，３０（７）：１０２４１０２６．

［１８］傅力明，李华峰，姚杰，等．中药蒲公英花提取物的抑菌性能研

究［Ｊ］．山西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４（８）：９４７９４９．

［１９］周小虎．野菊花、板蓝根、半枝莲治疗慢性咽炎的药理学分析

［Ｊ］．中外医疗，２０１３，３２（１２）：１２４１２５．

［２０］张智伟，蔡琨，吴玛莉，等．紫花地丁含药血清对巨噬细胞吞噬

功能及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的影响［Ｊ］．中国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０

（６）：７５９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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