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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辛金培本方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

的随机对照双盲研究

史　琦１　杨　璐２　孔艳华１　李友林１

（１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二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肺病慢性咳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北京，１０００２９；２山东华信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医学部，北京，１０００２０）

摘要　目的：分析和研究温润辛金培本方药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５家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共计１３０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５例。在
西药常规治疗基础上，观察组口服温润辛金培本方，对照组予中药安慰剂，疗程为６周。将２组患者的疗效指标及安全性
指标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基线情况具有可比性。观察组患者在疗前、疗后的安全性指标未见明显异

常，用药过程中无不良反应发生。２组患者主症＋体征疗效结果显示：观察组控制２例，显效９例，有效２６例，无效２８例；
对照组控制３例，显效１例，有效１５例，无效４６例，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主症 ＋体征
显效率及有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肺功能指标ＦＥＶ１／ＦＶＣ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疗后ＦＥＶ１较治疗前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温润辛金培本方药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疗效满意，无明显不良反应发
生，用药安全较高，对促进患者症状缓解、肺功能改善及病情转归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温润辛金培本方；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随机对照双盲；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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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ＢＡ），简称哮喘。
患病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西欧近１０年间哮喘患者
增加了１倍，美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哮喘患
病率增加了 ６０％以上，亚洲的成人哮喘患病率为
０７％～１１９％（平均≤５％）。我国目前至少有 ３
０００万左右的哮喘患者，其中老年人是继青少年之
后的第２大哮喘发病高峰人群［１３］。《全球哮喘病负

担报告》的研究数据来自全球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报告显示当时全球范围内约有３亿人患有哮喘
病。预计到２０２５年，如果全球人口的城市化比例从
４５％升至 ５９％，则哮喘病患者将有可能达到 ４亿
人［４］。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嗜酸粒细胞、肥大细

胞、Ｔ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
细胞等及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临

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近年

来认识到哮喘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根据临床表现，

可将哮喘分为急性发作期、慢性持续期和临床缓解

期。其中，慢性持续期是哮喘预后和转归的关键时

期，是指患者每周均不同频度和（或）不同程度地出

现症状，包括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

哮喘的西医治疗以吸入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扩

张剂为主，但多有不良反应，症状缓解迅速但多数难

以根治。中医通过改善脏腑功能，整体调节机体状

态，达到防治哮喘的目的，优势与特色明显。但由于

既往病机证候认识、中成药研发水平的局限，其治疗

哮喘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难以满足临床需要。

因此，深入认识哮喘的病因病机，积极探索中成药防

治哮喘的作用机理，明确中药治疗哮喘的安全性、优

效性是临床迫切需要的。

本研究选取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１３０
例，在西药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分别予以温润辛金培

本方及中药安慰剂治疗，对２组患者治疗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进行比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收治的的门诊及住院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

１３０例。
１２　诊断标准　支气管哮喘诊断参照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２００３
年版［５］。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肺系证

类》［６］。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喘憋、
干罗音、小气道通气功能障碍３者同时具备；年龄１８
～８０岁；处于慢性持续期，近４周无呼吸道感染及
急性发作；中医证属：气虚（肺脾肾气虚）痰阻血瘀

者；愿意依从医师的诊断、治疗安排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合并心脑血管、肾、肺、肝、造血系
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病患者；妊娠或哺乳

期妇女；对试验药物过敏者；正在参加其他药物试

验；慢性酗酒史或滥用药物史或任何影响依从性的

因素；筛选依从性差；规则使用氧疗（每天吸氧时间

超过１２ｈ）。
１５　研究方法
１５１　病例分组　采用 ＳＡＳＶ８软件，进行区组随
机分组。按照随机分组的原则，将入选患者分为观

察组６５例，对照组６５例。
１５２　盲法设计类型　采用双盲测量方法，即对研
究者（测量者即医技人员、资料管理者和统计分析工

作者）与研究对象（患者）施盲。

１６　治疗方法　在西药常规治疗基础上（长效 β２
受体激动剂＋茶碱缓释片），观察组口服温润辛金培
本方，２次／ｄ，早晚分服。对照组予中药安慰剂，２
次／ｄ，早晚分服，疗程６周。中药材符合要求，采用
统一要求的煎煮方式（ＳＯＰ）；西药常规治疗采用同
一标准；中药汤剂、中药安慰剂实行统一包装，外观

一致。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１）主症“喘憋”＋体征“罗音”
的显效率、有效率。疗效评定方法参照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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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试行）２００２年版等相关内容制定［７］。喘憋程

度（ＭＲＣ标准）分级量化标准：０分：无喘憋；１分：剧
烈运动时喘憋；２分：登楼或爬坡时感喘憋；３分：与
同龄人比较步行时感喘憋；４分：步行１００码（９０ｍ）
后因感喘憋被迫停止；５分：不能离开房间或穿脱衣
服时感喘憋。肺部罗音分级量化标准：０分：未闻
及；１分：散在；２分：广泛；３分：满布。主症“喘憋”
＋体征“罗音”综合疗效的有效率评价标准（主要比
较显效率）：控制：２项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
９５％；显效：２项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７０％，
＜９５％；有效：２项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
３０％，＜７０％；无效：２项临床症状、体征总积分减少
不足３０％。２）肺功能检测，包括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
１８　安全性评价方法　１）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等
计量指标比较；２）实验室指标比较，包括血常规、尿
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胸片情况；３）如实
记录服药过程中的其他不良反应。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２组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如符合正态分布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
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其中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符合正态性分布且满足方差齐

性，采用ｔ检验；不满足方差齐性，采用 ｔ′检验，不符
合正态性分布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的
组内比较，差值满足正态分布，采用配对 ｔ检验，不
符合正态性采用符号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基线情况比较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
组患者的基本生命体征（包括年龄、身高、体重、体

温、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安全性指标（包括血液

红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谷丙转氨

酶、尿素氮）、主要症状、体征（包括喘憋、干罗音）及

肺功能（包括 ＦＥＶ１／ＦＶＣ、ＦＥＶ１）经统计学检验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肌酐水平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２２　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舒张压、
血常规指标及肌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尿、便常规、心电图、胸片均未见明显
异常。心率、收缩压、谷丙转氨酶和尿素氮虽有统计

学差异，但检测值均在临床正常范围内，并未显示明

显的临床异常，且心率和收缩压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在用药过
程中未见其他不良反应，表明温润辛金培本方用药

物安全、可靠。见表２。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基线情况比较（珋ｘ±ｓ）

基线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Ｔ／Ｚ Ｐ

年龄 ４３９８±１５１８ ４６４８±１４３３ －０９６３ ０３３７
身高（ｃｍ） １６５３４±６４８ １６７１５±６４２ －１６００ ０１１２
体重（ｋｇ） ６３１４±９１８ ６４９３±１０３７ －１０４１ ０３００
体温（℃） ３６５３±０２１ ３６５１±０１９ －０７２５ ０４６８
心率（次／分） ７５３３±８７５ ７５８６±８８５ －０６６８ ０５０４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２０５±１２９５ １２２８３±１４２４ －０２１４ ０８３０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７３６２±１０７９ ７２９１±８７５ －０１５２ ０８７９
红细胞计数（１０１２／Ｌ） ４７１±０９０ ４５４±０５８ １２１９ ０２２５
白细胞计数（１０９／Ｌ） ６５１±２０２ ６７３±３４６ －０３８３ ０７０２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６１０３±９３０ ６１３２±１１９２ －０２９７ ０７６７
淋巴细胞百分比（％） ２９３２±１１５６ ２６０１±９１５ －１４８６ ０１３７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２３１４±１４３５ ２３８２±１２９６ －０４６５ ０６４２
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４８９±１４５ ６２３±６５３ －１４００ ０１６２
肌酐（μｍｏｌ／Ｌ） ６４８７±１７３０ ７１７８±１８８９ －２０２７ ００４５
主症喘憋 ２３４±１２８ ２２９±１２０ －０２８１ ０７７９
体征干罗音 １２３±０９３ １１５±０８５ －０２９２ ０７７０
ＦＥＶ１／ＦＶＣ ７２８８±１８６８ ６７６４±１５７６ １７３０ ００８６
ＦＥＶ１ ７３０５±２４２０ ６９５０±１８７５ －０３６３ ０７１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观察组患者安全性指标疗前、疗后比较（珋ｘ±ｓ）

检测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Ｚ Ｐ

心率（次／分） ７５３３±８７５ ７３１４±８３１ －２２０５ ００２７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２２０５±１２９５ １１８４９±１２６９ －３０１８ ０００３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７３６２±１０７９ ７２５２±８６７ －０２９４ ０７６９
红细胞计数（１０１２／Ｌ） ４７１±０９０ ４６９±０８９ －００４４ ０９６５
白细胞计数（１０９／Ｌ） ６５１±２０２ ６３２±１６９ －０７６２ ０４４６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６１０３±９３０ ６１６６±９６８ －００３１ ０９７５
淋巴细胞百分比（％） ２９３２±１１５６ ２８７５±７１５ －０８５７ ０３９２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２３１４±１４３５ ３００１±１６５０ －２８０５ ０００５
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４８９±１４５ ５９０±５００ －２４８７ ００１３
肌酐（μｍｏｌ／Ｌ） ６４８７±１７３０ ６９２８±１６３１ －１１９６ ０２３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２３　主症＋体征疗效评价结果　支气管哮喘慢性
持续期患者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疗效评价，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如表３所示，观察组患者的显
效及有效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表３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主症＋体征疗效评价（％）

指标项 观察组 对照组 合计 Ｚ＿Ｗｉｌ Ｐ

控制（％） ２（３０８） ３（４６２） ５
显效（％） ９（１３８５） １（１５４） １０
有效（％） ２６（４０００）１５（２３０８） ４１
无效（％） ２８（４３０８）４６（７０７７） ７４
合计（缺失） ６５（０） ６５（０） １３０ ３３３１ ０００１

２４　主症＋体征的显效率及有效率评价结果　支
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的有效率比较，说明观察

组和对照组的主症＋体征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显效人数高于对照
组。观察组患者主症 ＋体征的疗效优于对照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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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见表４、表５。
表４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主症
　　＋体征显效率评价［例（％）］

指标项 观察组 对照组 合计 ｃｈｉｓｑ Ｐ

显效（％） １１（１６９２） ４（６１５） １５ ２７１３ ００９９５
非显效（％）５４（８３０８）６１（９３８５） １１５
合计 ６５ ６５ １３０

表５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主症
　　＋体征有效率评价［例（％）］

指标项 观察组 对照组 合计 ｃｈｉｓｑ Ｐ

有效（％）３７（５６９２）１９（２９２３） ５６ １０１６４ ０００１
无效（％）２８（４３０８）４６（７０７７） ７４
合计 ６５ ６５ １３０

２５　肺功能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用药后肺功能指
标ＦＥＶ１／ＦＶＣ和ＦＥＶ１较用药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照组患者在接受安慰
剂治疗后 ＦＥＶ１／ＦＶＣ和 ＦＥＶ１较用药前也不同程度
的改善，其中 ＦＥＶ１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疗后肺功能比较结果
显示，ＦＥＶ１／ＦＶ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观察组的ＦＥＶ１水平也高于对照组。说明温润辛金
培本方在改善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方

面更有优势。见表６８。

表６　观察组患者疗前、疗后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检测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Ｚ Ｐ

ＦＥＶ１／ＦＶＣ ７２８８±１８６８７９６４±２０１８ －３２７１ ０００１
ＦＥＶ１ ７３０５±２４２０８５７９±３７８４ －４１０１ 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７　对照组患者疗前、疗后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检测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Ｚ／ｔ Ｐ

ＦＥＶ１／ＦＶＣ ６７６４±１５７６ ７１７１±１５３３ －１６７０ ００９５
ＦＥＶ１ ６９５０±１８７５ ７２８２±２０４４ －２１０２ ００３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８　２组患者治疗后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检测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Ｚ Ｐ

ＦＥＶ１／ＦＶＣ ７９６４±２０１８ ７１７１±１５３３ －２１７２ ００３０
ＦＥＶ１ ８５７９±３７８４ ７２８２±２０４４ －１６３９ ０１０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温润辛金培本方药的理论内涵　支气管哮喘
是目前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病发率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其临床表现主要呼吸困难、咳嗽、胸闷等

症状，具有难治、难愈、反复发作的特点，严重影响了

患者的身心健康［８９］。中医认为，支气管哮喘慢性持

续期多属正虚，治疗时当审其阴阳之偏虚，区别脏腑

之所属，细辨属肺虚、脾虚、肾虚，注意寒热虚实的相

兼和转化。故应以扶正治本，阳气虚者应温补，阴虚

者应滋养，分别采取补肺、健脾、益肾等法，以减轻、

减少或控制发作；也应祛邪扶正并重，处理好温阳与

化饮、益气与祛痰、益气养阴与清化痰热的关系。中

医辨证论治主要有以下方法：从肾论治法、从脾论治

法、从肺论治法、从肝论治法、祛瘀化痰法。治疗上

将其分为：祛痰利气类、活血化瘀类、调肝理肺类及

健脾益肾类。

温润辛金培本正是恢复脏腑生理功能的基本法

则。“温润辛金法”首见于清雷丰《时病论》：“肺属
辛金，金性刚燥，所以恶寒冷而喜温润也”，宜施“温

润辛金法”令“肺得温润，则咳逆自然渐止”。哮病

为本虚标实之肺病，其缓解期以喘咳气逆为主要临

床表现，治疗当标本兼顾，用药宜温、宜润、宜辛。

“温者阳之气”（明张介宾《质疑录》），“气得温则
行”（《黄帝内经》）；“…润泽以通脉道，以下逆气，

…”（清邹谢《本经疏证》）；“辛生肺”“用辛泻之”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辛甘化阳温益，酸甘化阴
润敛；如是，则肺气自降、宣肃治节自顺、窍利皮固、

肺健邪自解。肺喜温恶寒，辛入肺，辛温相合宣肺

气，则肺邪自解；肺喜润恶燥，燥则肺叶不举而咳逆，

甘润可使肺气自降，清肃之令得行，治节之用自顺

矣；辛、甘、温、润相合为用，功在温补肺、脾、肾三脏

之不足，标本兼治，扶正祛邪，则喘平咳止。继承此

传统认识并加以深化创新，李友林教授指出本病病

机根源在于以肺脾为核心的脏腑功能失调，病理基

础为本虚标实、寒热错杂。首倡以肺脾为核心的脏

腑整体辨证观。整体观念是中医诊疗的理念精髓，

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生理方面，五脏六腑相生

相长，唇齿相依；病理方面，脏腑功能失调，一损俱

损，唇亡齿寒。故脏腑调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脏

腑失和，阴阳失衡，百病由生。以此为基础，李友林

教授经过多年临床总结，发展传统中医特色，创制

“温润辛金培本”疗法，依托“甘、温、润、辛、酸”等中

药性能，培护以肺脾为核心的脏腑之本，调节脏腑功

能以治疗肺系疾患。

３２　温润辛金培本方药的安全性评价　目前，保证
药物临床试验的安全性，保护受试者权益已成为药

物临床试验的最为重要内容之一。规范的临床试验

研究同时也是新药研究开发过程的重要环节，对上

市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起着最后评价的关键作

用［１０］。我国临床试验起步较晚，研究者对ＧＣ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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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认识尚待深入，对安全性报告在临床研究中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重视不够［１１］。有研究者［１２］曾对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中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安全性报告
的情况进行了评价，发现这５年期间发表的中药临
床试验文章中对安全性报告的描述与以往１５年相
比，数量和质量上均没有明显改善。加强临床试验

安全性指标的培训、鼓励医务人员参加临床试验积

极性、细化机构内部质控、建立合理的 ＣＲＣ管理模
式以及进一步强调第３方稽查的作用，才能更完善
安全性监控体系，全方位提高临床研究水平，保障受

试患者用药安全［１３］。安全性指标评价也是本次临

床试验研究的首要评价指标，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在用药６周后血、尿、便常规、肝肾功指标、心率、血
压、心电图及胸片等安全性考核指标均未出现明显

的临床异常情况，在用药过程中亦未见其他不良反

应，表明温润辛金培本方用药安全、可靠。

３３　温润辛金培本方药的疗效优势评价　支气管
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的主要症状为“喘憋”，体征上

主要表现为有“干罗音”，因此我们将症状与体征相

结合，并将其作为主要疗效指标进行分析。在主症

“喘憋”＋体征“干罗音”的总体疗效上，对照组的显
效率和有效率分别是６１５％、２９２３％，观察组的显
效率和有效率分别是１６９２％、５６９２％，２组有效率
比较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温润辛
金培本方药方在治疗肺脾肾虚型支气管哮喘慢性持

续期患者的主症＋体征的显效率和有效率方面明显
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对肺功能指标 ＦＥＶ１／ＦＶＣ和
ＦＥＶ１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表明温润辛金培本
方药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在临床疗效方面具

有一定的优势。

综上所述，哮喘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

制定长期治疗方案，而慢性持续期是哮喘预后转归

的关键时期，在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临床疗效

为前提，继承创新中医理论，发挥中医脏腑整体调节

优势，正确把握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虚实寒热错

杂的病因病机实质，为临床提供作用机理明确、安

全、优效的中医药治疗是提高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

期疗效的基本途径。因此，将药学、药理学、药效学

相结合，采用多模型、多指标检测对温润辛金培本方

药的药效作用情况进行探索，全面阐明其作用的靶

点、机制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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