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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吕仁和教授诊治慢性肾脏病慢性肾炎“肾络瘕”辨证方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验证。方法：选取２０１３
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东直门医院肾病科门诊和病房就诊的原发性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３１０例，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方
法，依据治疗方法确定暴露因素，形成肾络瘕证队列（１组）：吕仁和教授及其传承人根据肾络瘕证辨证论治予以口服
汤药治疗，常规辨证队列（２组）：非吕仁和教授继承人按照常规的辨证论治方法给予口服汤药治疗，每２～４周微调中药
及剂量，至少就诊３个诊次，疗程至少为８周，８周后据情况给药，随访１年。结果：肾络瘕队列第８周和第１２个月肾小
球滤过率增高值和增高率均高于常规辨证队列，采用协方差分析提示第８周和第１２个月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肾络瘕队列中医证候积分呈下降趋势；肾络瘕辨证队列肌酐水平第８周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９，
Ｐ＜００５），第１２个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５，Ｐ＜００５）均显著低于常规辨证队列。肾络瘕辨证队列尿素
氮水平第８周（Ｐ＝００４，Ｐ＜００１）和第１２个月（Ｐ＝００２８，Ｐ＜００５）均显著低于常规辨证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肾络瘕辨证队列２４ｈ尿蛋白定量第６个月显著低于常规辨证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Ｐ＜００１）。
结论：吕仁和肾络瘕辨证方法对原发性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优于常规辨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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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炎起病缓慢，隐匿，因病理类型不同其病
情进展程度各不相同，病情迁延可致肾功能损害，最

终可发展成为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数据显示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目前仍是肾脏病症中最主要的一

大类疾病［１］。同时，研究表明北京市进入血液透析

的首位病因是原发性慢性肾小球肾炎［２］。因此，慢

性肾炎是是临床上常见但难治的慢性疾病。中医药

治疗慢性肾炎具有优势。基于 Ｍｅｔａ分析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系统评价［３］表明，中西

医结合治疗较单纯西药治疗总体疗效好［ＯＲ＝
３８８，９５％ＣＩ（２８３，５３４）］，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
性肾小球肾炎的方法，较单纯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

法可更好缓解病情、改善症状，降低２４ｈ尿蛋白量
和血肌酐、保护肾脏功能。

中医疗效的保障在于准确的辨证，但是目前慢

性肾炎的中医辨证标准，缺乏严格的方法学设计，同

时未进行临床验证评价，无客观依据指导临床应用，

在临床中难以推广。多年来全国肾脏病大会反复对

慢性肾炎的辨证标准进行修订，但是由于其主要形

式是组织临床专家进行撰写，以中医界内部专家共

识意见［４］的形式为主，缺乏研究证据支持，使得慢性

肾炎的辨证标准存在的潜在偏倚较多。而且，现有

的慢性肾炎辨证诊断标准大多内容复杂，条目繁多，

宏观和微观指标层次不够清晰，证候诊断特异性不

足［１４］，可操作性差，影响了临床推广应用。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属于评价、验证性研究，不

能直接传承，这种适宜于单一干预疗效评价的方法，

较难评价具有辨证论治、复杂干预特点的中医药疗

效［５］。前瞻性队列研究是一种判断暴露因素与疾病

之间的关系的观察性研究方法，临床治疗可以被看

作为暴露因素，更接近于临床实际，能体现中医特有

的辨证论治特点，其循证医学的证据等级仅次于随

机对照临床试验［６］。

因此，前瞻性队列研究适用于名老中医辨证方

法或独特治则治法的传承应用。

国医大师吕仁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肾脏病专

家，在４０余年对慢性肾炎诊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肾络微型瘕”的病理假说，形成了对慢性肾炎的

独特辨证方法，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名老中医的独特辨证方法是其卓越临床疗效的保

障，因此展开对吕仁和慢性肾炎“肾络瘕”独特辨

证方法的传承研究，对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验证，

为临床应用提供客观依据，形成一套科学的、规范的

和具有临床适用性的吕仁和慢性肾炎辨证方法的应

用规范，使中医、中西医、西医以及基层医生能广泛

应用，从而提高临床中慢性肾炎的诊疗水平，为名老

中医经验的转化和传承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做出贡

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
东直门医院肾病科门诊和病房收治的原发性慢性肾

小球肾炎患者３１０例。其中有２０８例患者纳入肾络
瘕辨证队列（１组），１０２例患者纳入常规辨证队列
（２组）。肾络瘕辨证队列中完成 ６个月随访者
２０２例，完成１２个月随访者８８例；常规辨证队列中
完成６个月随访者 ７７例，完成 １２个月随访者 ６５
例。１组中女１２８例（６１５４％），男８０例（３８４６％），２
组中女６１例（５９８％），男４１例（４０２％）。１组人群
的平均年龄（４５５０±１４８５）岁，平均身高（１６５１７±
１３１１）ｃｍ，平均体重（６６４４±１２８４）ｋｇ；２组人群的平
均年龄（４９１７±１５１４）岁，平均身高（１６５５７±９２８）
ｃｍ，平均体重（６５５４±１１３１）ｋｇ。１组患者的平均病
程（６７５４±１３５３５）个月，病程最长达１６８０个月；２组
患者的平均病程（５２０２±８２００）个月，病程最长达
５４６个月。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原发性慢性肾小球肾炎西医诊断
标准：采用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２００６年制定的
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诊断、辨证分型及疗效评定（试行

方案）［７］的标准。中医辨证标准：肾络瘕辨证队

列：采用吕仁和肾络瘕辨证标准（证型：肾气阴虚、

肾气阳虚、肾气阴阳俱虚；证候：肝郁气滞候、血脉瘀

阻候、痰湿内停候、热毒内蕴候）；常规辨证队列参

照：参照１９８６年第二届全国中医肾病专题学术讨论
会（南京会议）通过的《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医

辨证分型试行方案》［８］、１９９６年第十二届全国中医
肾病学术讨论会（无锡会议）专题讨论稿［９］或《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慢性肾炎中医证候诊断

标准［１０］。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签署知情同意书；２）年龄为
１８～７０岁间；３）临床诊断符合原发性慢性肾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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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炎纳入标准的全部病例；４）根据 Ｋ／ＤＯＱＩ关于
慢性肾脏病分期标准中 ＧＦＲ≥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ｍ２）。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排除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急
进性肾炎及继发性和遗传性肾小球疾病；２）存在严
重的心、脑、肝疾病或合并感染、癌症；３）存在精神疾
病不能合作者；４）妊娠、哺乳期妇女及近期有妊娠打
算者。

１５　研究方法
１５１　分组方法　本研究方案采用观察性研究，运
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依据治疗方法确定暴露因

素，选择吕仁和及其传承人运用肾络瘕辨证方法

的患者进入肾络瘕辨证队列（１组），选择其他肾
病科医生运用常规辨证方法的患者进入常规辨证队

列（２组）。
１５２　治疗方法　肾络瘕证队列（１组）：吕仁和
教授及其传承人根据肾络瘕辨证方法辨别证型症

候，确定主方，予以口服汤药治疗，每２～４周依据证
候的变化，在主方的基础是进行药物及剂量的加减，

至少就诊３个诊次，疗程至少为８周，８周后据情况
给药，随访１年。

常规辨证队列（２组）：非吕仁和教授继承人按
照常规的辨证论治方法确定证候，依据证候给予口

服汤药治疗，每２～４周微调中药及剂量，至少就诊３
个诊次，疗程至少为８周，８周后据情况给药，随访１
年。

１６　观察指标与终点事件　１）主要观察指标为：肾
小球滤过率、中医证候积分；２）次要观察指标为：肾
功能（Ｓｃｒ，ＢＵＮ）、尿常规、２４ｈ尿蛋白定量、肝功能、
血常规；３）终点事件：患者出现肌酐倍增或进入血液
透析。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卫生部２００２年制定发布
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１０］：１）完全缓解：
自觉症状、体征消失，尿蛋白持续阴性，尿红细胞持

续消失，肾功能正常；２）显著缓解：自觉症状、体征缓
解，尿蛋白持续减少≥５０％，尿红细胞持续减少≥
５０％，肾功能正常；３）好转：临床症状与体征减轻，尿
蛋白持续减少≥２５％，尿红细胞持续减少≥２５％，肾
功能基本正常；４）无效：自觉症状与体征无好转或加
重，尿蛋白、尿红细胞无减少，肾功能无好转甚至加

重。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描述性统计内容应包

括均值 ±标准差（珋ｘ±ｓ）；计数资料描述性统计报告

每一计数项的频数和频率数据处理。均数比较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率的比较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队列肾小球滤过改善比较　本研究纳入
人群肾络瘕队列第８周和第１２个月肾小球滤过
率增高值和增高率均高于常规辨证队列，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考虑到基线不齐，以
基线肾小球滤过率为协变量，采用协方差分析对各

时点肾小球滤过率进行分析，提示第８周和第１２个
月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见表 ２、
表３。
２２　中医证候积分组间比较　运用吕仁和肾络
瘕证辨证方法辨证治疗的患者在治疗８周、６个月、
１２个月后与入组时基线比较，肾气阴虚型、肾气阳
虚型、肾气阴阳俱虚型的总积分呈持续下降趋势，说

明肾络瘕证辨证方法对改善患者肾阳虚、肾阴虚

的症状方面具有较好疗效，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

肝郁气滞候、血脉瘀阻候、痰湿内停候、热毒内蕴候

等证候的总分亦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些证候与疾病

的进展及病程中疾病的复发相关，说明肾络瘕证

辨证方法对气滞、血瘀、痰湿、热毒等标实证疗效较

好，且可有效控制疾病的恶化与复发，提高慢性肾脏

病患者的生存率。见表４。
２３　肾功能组间比较　本研究纳入人群２个队列
肾络瘕辨证队列肌酐水平第８周（Ｐ＝００２９，Ｐ＜
００５）和第１２个月（Ｐ＝００２５，Ｐ＜００５）均显著低
于常规辨证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肌酐水平下降值和下降率第１２个月（Ｐ＝００４４，Ｐ
＜００５；Ｐ＝００２９，Ｐ＜００５）均显著高于常规辨证
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肾络瘕辨证队列尿素氮水平第 ８周（Ｐ＝
００４，Ｐ＜００１）和第１２个月（Ｐ＝００２８，Ｐ＜００５）
均显著低于常规辨证队列。尿素氮水平下降值（Ｐ
＝００４５，Ｐ＜００５）和下降率（Ｐ＝００２９，Ｐ＜００５）
第６个月均显著高于常规辨证队列。见表５。
２４　４ｈ尿蛋白定量组间比较　肾络瘕辨证队列
２４ｈ尿蛋白定量第６个月（Ｐ＝０００５，Ｐ＜００１）显
著低于常规辨证队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吕仁和肾络瘕证辨证方法对尿蛋白
有明显疗效。见表６。
２５　疾病疗效组间比较　应用肾络瘕辨证方法治
疗６个月后有效１０５例（５２％），显效１５例（７％），临
床控制６例（３％），总有效率６３％。应用常规辨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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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疗６个月后有效２６例（３４％），显效７例（９％），
临床控制４例（５％），总有效率４８％。统计结果表明
肾络瘕辨证队列的疗效优于常规辨证队列。

２６　安全性评价　在为期３年的观察中肾络瘕

队列未发生终点事件，常规辨证队列有２例发生终
点事件，其中１例基线肌酐７０４μｍｏｌ到８周时升高
到２００３μｍｏｌ，另一例基线肌酐１８４５８μｍｏｌ到１２
个月时上升达５８０５５μｍｏｌ进入血液透析。

表１　基线人口学特征组间比较（珋ｘ±ｓ）

指标 选项 １组 ２组 合计

性别 女 １２８（６１５４％） ６１（５９８０％） １８９（６０９７％）
男 ８０（３８４６％） ４１（４０２０％） １２１（３９０３％）

年龄 Ｍｅａｎ（ＳＤ） ４５５０±１４８５ ４９１７±１５１４ ４６７２±１５０３
身高 Ｍｅａｎ（ＳＤ） １６５１７±１３１１ １６５５７±９２８ １６５２９±１２０８
体重 Ｍｅａｎ（ＳＤ） ６６４４±１２８４ ６５５４±１１３１ ６６１５±１２３５
病程 Ｍｅａｎ（ＳＤ） ６７５４±１３４３５ ５２０２±８２００ ６２２６±１１９２３

表２　肾小球滤过率组间比较（珋ｘ±ｓ）

指标 项目 １组 ２组 合计 Ｐ

基线 Ｍｅａｎ（ＳＤ） ９０７０±３９２９ ７９７５±３７２６ ８７１０±３８９２ ００２
第８周 Ｍｅａｎ（ＳＤ） １０５６５±３８７７ ８３０９±３９１１ ９５３１±４０３４ ０００６
第６个月 ｍｅａｎ（ｓｄ） ９８５３±４０２２ ９２４９±３９４１ ９６８５±４００２ ０２６１
第１２个月 ｍｅａｎ（ｓｄ） ９４１０±３７５１ ７７２１±３６４４ ８６９９±３７８７ ０００６

表３　肾小球滤过率协方差分析（珋ｘ±ｓ）

因变量 自变量 总方差 均方差 统计方法 Ｆ Ｐ

第８周 分组 １２１３２７６６ １２１３２７６６ 协方差分析 ２２１８４ ＜０００１
基线肾小球滤过率 ９１５８６４３９ ９１５８６４３９ １６７４６０ ＜０００１

第６个月 分组 ２０２９２７９ ２０２９２７９ 协方差分析 ３０１８ ００８３
基线肾小球滤过率 ２５６６６４６６４ ２５６６６４６６４ ３８１７５７ ＜０００１

第１２个月 分组 １０５６２０７６ １０５６２０７６ 协方差分析 １５６１４ ＜０００１
基线肾小球滤过率 １０５２５６２０５ １０５２５６２０５ １５５５９９ ＜０００１

表４　肾络瘕辨证队列中医证候型积分组间比较（珋ｘ±ｓ）

基线 第８周 第６个月 第１２个月

肾气阴虚型 ８３７±４６２ ７６９±４４５ ６３４±３１７ ６４３±３９０
肾气阳虚型 １４２９±７２４ ９２４±６４０ ９６４±４９４ ８８５±５３９

肾气阴阳俱虚型 ２２４６±９６０ １７２９±９５４ １６０７±６３８ １５２１±７１３
肝郁气滞候 ９１２±６４９ ５１７±５０８ ５８７±４９４ ６１６±５１４
血脉瘀阻候 ６１２±５４１ ４２９±４２５ ４７８±４４７ ５５８±４７８
痰湿内停候 ４２３±４２４ ３０８±３７４ ２３３±２９０ ２８１±３３９
热毒内蕴候 ２１９±２７０ １４６±２２５ １３３±２４４ １１９±２０７

表５　肌酐、尿素氮组间比较（珋ｘ±ｓ）

指标 基线 第８周 第６个月 第１２个月

肌酐 １组 ８９００±４０９０ ７１３２±２８２４▲ ８１３４±３３３５ ８０３４±２８７５△

２组 ９１８６±３５８８ ８６５３±３７５０ ７９７９±３１４０ １０５５６±８５１９
合计 ８９９４±３９２９ ７７９２±３３２８ ８０９１±３２７７ ９１０５±６０７１

尿素氮 １组 ６１０±２５６ ５６４±１８９□ ５９３±２４９■ ６１９±２５９

２组 ６６９±２９４ ７８２±４５５ ６７１±３２９ ７５２±４２５
合计 ６２９±２７０ ６６０±３４８ ６１４±２７５ ６７６±３４６

　　注：１组与２组第１２个月的肌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１２个月与基线的肌酐下降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１２个月与基线的肌酐下降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８周的肌酐比价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８周的尿素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１组与２组第６个月与基线的尿素氮下降值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６个月与基线的肌酐下降率比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组与２组第１２个月的尿素氮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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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尿蛋白定量组间比较（珋ｘ±ｓ）

指标 １组 ２组 合计 Ｐ

基线 ０８２±０６９ １５６±１２４ １０８±０９８ ＜０００１
第８周 ０９０±０７７ １５０±１６１ １１６±１２２ ００６６
第６个月 ０６７±０６８ １２７±１４６ ０８７±１０４ ０００５
第１２个月 ０７７±０８３ １１３±１８５ ０９４±１３９ ０２４９

３　讨论
本研究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对２０８例利用吕

仁和教授肾络瘕辨证方法及１０２例未使用吕仁和
教授独特辨证方法原发性慢性肾炎患者的疗效进行

比较，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肾络瘕辨证队列在主要

疗效指标肾小球滤过率方面，第８周和第１２个月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说明肾络瘕
辨证队列相对常规辨证队列治疗效果更好，更能准

确把握患者的病机特点。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疗效更显著。中医证候方面，各证候不论是本虚证

还是标实证，随着治疗时间延长，积分均有明显下

降，说明经过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了缓解，提

高生命质量。肾络瘕辨证队列肌酐和尿素氮水平

及２４ｈ尿蛋白定量相对常规辨证队列控制更好，可
见吕仁和教授肾络瘕辨证方法在降低肌酐、尿素

氮值、尿血方面有一定疗效，延缓患者进入终末期肾

脏病阶段的时间，提高慢性肾炎患者的生存率。可

见吕仁和教授肾络瘕独特辨证方法安全有效，优

于常规辨证方法，具有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吕老认为肾元亏虚是慢性肾炎的核心病机，其

中先天禀赋不足，肾之元阳元阴不足是慢性肾病发

生的潜在病机。慢性肾炎的发生是由于禀赋不足、

饮食劳倦、情志失调或久病年迈等导致肾元亏虚，

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１１］，其中风邪为本病致病

的主要因素，风邪夹杂寒、湿、热等邪，侵袭机体，损

耗阳气，卫表不固，营卫失调，邪气入络，气机阻滞，

水液运行不畅聚湿生痰，久则损伤络脉，凝而为瘀，

络脉瘀阻，致肾络受损形成瘕，从而影响肾用，导

致肾失封藏，肾主水失司，形成水肿、蛋白尿等。

因此，慢性肾脏病属本虚标实证，根据中医虚损

劳衰理论，吕仁和教授将慢性肾脏病分为“虚损”

“虚劳”“虚衰”［１４］三期论治，久虚不复受损为虚损，

该期病机特点为肾气亏虚，风邪热毒等伤肾，形成微

型瘕，肾气亏虚以肾气不足为主，兼有气阴两虚或

肾气阳虚，运用益气活血清热等方法，以黄芪３０ｇ、
当归１０ｇ、丹参３０ｇ、牡丹皮２０ｇ、赤芍２０ｇ为主方
补养肾气，消散瘕；久损不复形成虚劳，该期肾气

亏虚进一步加重，出现气滞、瘀血、痰湿等病理产物，

形成小、中型瘕，肾气亏虚在肾气不足的基础上，

又出现肾阳不足或肾气阴虚，治疗在益气活血的基

础上阳虚者狗脊１０ｇ、川续断１０ｇ、川牛膝３０ｇ、巴
戟天１０ｇ、鹿角１０ｇ等温补肾阳，阴虚者以太子参
３０ｇ、五味子１０ｇ、枸杞子１０ｇ、女贞子１０ｇ、山萸肉
１５ｇ等滋养肾阴；久劳不复转为虚衰，肾气亏耗，气
滞、瘀血、痰湿等转化为浊毒、热毒等损伤肾脏，并影

响全身其他脏腑功能，五脏
"

损，中小型瘕转化为

大型瘕，此期肾气阴阳俱虚，当重视调补阴阳，降

浊解毒，以红景天２０ｇ、灵芝３０ｇ、熟大黄１０ｇ，并且
依据其气虚与血瘀的程度，加大黄芪、丹参的用量，

吕老黄芪、丹参均最大用到６０ｇ。
依据肾络瘕的病理假说，吕老提出相应的辨

证方法，将肾气阳虚、肾气阴虚、肾气阴阳俱虚定为

证型，将肝郁气滞、血脉瘀阻、痰湿内停、热毒内蕴定

为证候，临床中以本虚确定证型制定主方，以标实确

定证候灵活调节加减用药，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气滞者，加香附，乌药，香橼，佛手，苏梗等理气散结；

血瘀者，加三七粉、桃仁、红花、水红花子、三棱、莪术

等活血破瘀消，还常用丹参、牡丹皮、赤芍组成的

对药活血凉血；痰湿者，加猪苓、茯苓、泽兰等利水消

肿；热毒内蕴者，加倒扣草、草、白花蛇舌草、黄芩

等清热解毒。

本研究规范化的评价了吕仁和教授针对慢性肾

炎的中医辨证诊疗方法，为临床中慢性肾炎的中医

辨证和疗效评价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吕仁和教授基

于“肾络瘕”慢性肾炎的临床应用规范，适用于包

含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以及基层的临床广泛应

用，对减少误诊、漏诊率，提高慢性肾炎的中医疗效，

具有重要作用，为名老中医经验的挖掘与转化做出

贡献，使名老中医传承研究成果得以技术推广和转

化应用。

该研究为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抽样误差，下一

步展开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吕仁和肾络瘕辨证

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综合定性和定量研究，

获得数字化的辨证量表，对辨证量表进行信度效

度［１２］的校正，然后通过临床实际运用对已形成的吕

（下接第１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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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３４６页）
仁和肾络微型瘕辨证方法的应用规范进行调整修

正，对其进一步量化。从而使辨证量表较为精确、客

观、全面。并且对吕仁和肾络微型瘕辨证方法的

应用规范进行效度和信度的校验，为临床应用提供

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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