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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三子养亲汤辅助治疗支气管哮喘

对患者肺功能及气道重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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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加减三子养亲汤辅助治疗支气管哮喘及对患者肺功能和气道重塑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者７８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９例。２组入院后
均给予常规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组同时加用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２组均连续治疗１０ｄ。比较２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中
医证候积分变化，并比较２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及气道重塑情况的变化，观察治疗期间２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８９７４％）较对照组（７１７９％）高（Ｐ＜００５），观察组出院后６个月复发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治疗后２组鼻塞、咳嗽、咽痒、气急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第１秒
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每分钟最大通气量（ＭＶＶ）较治疗前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剩余７５％用力肺活量时
的呼气流速（ＦＥＦ７５％）、气管内壁厚度（Ｗａｉ）、气道平滑肌厚度（Ｗａｍ）及支气管总管壁厚度（Ｗａｔ）较治疗前低，且观察组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三子养亲汤加减联合西医治疗支气管
哮喘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抑制气道重塑的发生及进展，提高患者肺功能，且复发率低，近远期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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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的特征为气道高反应性及可逆性气
道阻塞，患者临床常表现为反复咳嗽、喘息、胸闷等，

若进展至急性呼吸衰竭则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１］。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全球范

围内支气管哮喘的患者数量逐年增加，因此提高支

气管哮喘的临床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成为临床

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目前临床常规西药治疗效果

显著，但患者复发率较高［２３］。中医对支气管哮喘的

研究较为久远，认为其属于“喘症”“哮病”等范畴，

属于正虚邪实，急性发作时宿痰内伏于肺，恢复期则

以肺气亏虚，正虚为主［４］。三子养亲汤出自明代《韩

氏医通》，在临床咳嗽、慢性支气管炎及喘息性肺炎

等疾病的治疗中效果确切，具有较好的止咳平喘、行

气祛痰的功效［５］。本研究着重探讨加减三子养亲汤

辅助治疗支气管哮喘，并观察其对患者肺功能及气

道重塑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者

７８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９例。观察
组中男２２例，女 １７例，年龄 ５５～８０岁，平均年龄
（６６６２±６４９）岁；病程１～８年，平均病程（５３７±
２５３）年；病情严重分级：轻度２０例，中度１４例，重
度５例。对照组中男２０例，女１９例，年龄５３～７９
岁，平均年龄（６７８４±７９７）岁；病程１～９年，平均
病程（５９５±２４９）年；病情严重分级：轻度１９例，中
度１３例，重度７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２０１６ＸＥ０１４３）。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６］中
的相关诊断标准，中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７］诊断为风邪犯肺。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且经临床检查
确诊者；均伴有反复喘息、胸闷、咳嗽或气急等症状，

发作时可闻及哮鸣音，呼气相延长者；自愿加入本研

究，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目的及内容均知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由肺部器质性病变、病毒感染等引
起的哮喘者；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急慢性病变

及全身感染者；近２个月内发生呼吸道感染者；合并
血液系统疾病或免疫疾病者；对研究所用药物存在

过敏反应者；正在参加其他临床试验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治疗中途主动退出研究或
失访者；治疗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及出现并发

症者；擅自调整治疗方案及疗效判定困难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均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如抗感
染、解除支气管痉挛、补充水电解质、常规吸氧等，静

脉滴注氨茶碱，３００ｍｇ／次，１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加用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基础方为紫苏

子、莱菔子、白芥子各１０ｇ，若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
作期则加鱼腥草３０ｇ，大青叶１５ｇ，连翘、金银花、紫
菀、款冬花各１０ｇ，若属于恢复期则加山茱萸肉、山
药、生地黄各２０ｇ，枸杞子和菟丝子各１５ｇ，１剂／ｄ，
水煎取汁后早晚空腹温服，２组均连续治疗１０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治疗结束后统计２组临床疗效，
并统计患者出院后１个月、６个月复发情况。２）分
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１周采用中医证候积分量表评
估２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将鼻塞、咳嗽、咽痒、气急
等症状按轻重程度分别计０、２、４、６分。３）分别于治
疗前及治疗后１周采用 ＭＳＰＦＴ肺功能仪检测２组
第１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每分钟最大通气量
（ＭＶＶ），剩余 ７５％用力肺活量时的呼气流速
（ＦＥＦ７５％）等肺功能指标。４）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后１周采用肺部高分辨 ＣＴ检测２组患者的气道重
塑情况，记录气管内壁厚度（Ｗａｉ）、气道平滑肌厚度
（Ｗａｍ）及支气管总管壁厚度（Ｗａｔ）。５）记录治疗及
随访中２组头晕、恶心、皮肤瘙痒、血压下降及呼吸
抑制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７］评估２组患者临床疗效：反复喘息、胸闷、咳
嗽或气急等临床症状及肺部鸣喘音基本消失为显

效；反复喘息、胸闷、咳嗽或气急等临床症状有所改

善，肺部鸣喘音减少为有效；反复喘息、胸闷、咳嗽或

气急等临床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肺部鸣喘音加重

恶化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临
床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珋ｘ±ｓ）表示，组内治
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 总有效［例（％）］

观察组（ｎ＝３９） ２５ １０ ４ ３５（８９７４）

对照组（ｎ＝３９） １４ １４ １１ ２８（７１７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临床复发率和疗效比较　观察组出院后１
个月和６个月复发率分别为５１３％（２／３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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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鼻塞 咳嗽 咽痒 气急

观察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５６６±０２８ ５６４±０３３ ５０２±０３４ ５２２±０１３
　治疗后１周 ３４５±０９３△ ３５１±０４２△ ２６１±０７６△ ２７８±１０５△

对照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５６９±０２４ ５５４±０３９ ５１５±０３７ ５１８±０１３
　治疗后１周 ３９６±１０４ ３８８±０５９ ２９８±０６３ ３２４±０７８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１周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０８％（９／３９），对照组分别为 １５３８％（６／３９）和
５６４１％（２２／３９），观察组出院后６个月复发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出院后１个月复发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总有
效率（８９７４％）较对照组（７１７９％）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后１周２组鼻
塞、咳嗽、咽痒、气急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Ｐ＜
００５），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肺功能比较　治疗后 １周 ２组 ＦＥＶ１、
ＭＶＶ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ＦＥＦ７５％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Ｖ１（Ｌ） ＭＶＶ（％） ＦＥＦ７５％（Ｌ／ｓ）

观察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１２５±０３９ ４２６７±４５３ ２４６±０５５
　治疗后１周 １６３±０３２△ ６００１±６６１△ １２５±０２１△

对照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１１６±０４２ ４２８２±４５１ ２４３±０５２
　治疗后１周 １４９±０２７ ５１５６±５６０ １８５±０２１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 １周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气道重塑指标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１周２组Ｗａｉ、Ｗａｍ、Ｗａｔ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气道重塑指标比较（珋ｘ±ｓ，μｍ）

组别 Ｗａｉ Ｗａｍ Ｗａｔ

观察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１０９±００５ ３９８±０６８ １３０９±１３３
　治疗后１周 ０３８±０２５△ １０３±０２２△ ６９９±１８５△

对照组（ｎ＝３９）
　治疗前 １０５±００３ ３６９±０５８ １２８９±１６２
　治疗后１周 ０７８±０２３ １６６±０４５ ７８５±１４５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 １周比

较，△Ｐ＜００５

２５　药物安全性评价　２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
轻微，未有血压下降及呼吸抑制等严重不良反应的

发生，对照组出现恶心２例，腹部不适２例，皮肤瘙
痒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５３８％（６／３９），观察组
出现恶心４例，腹部不适１例，头晕１例，皮疹１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７９５％（７／３９），２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常见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以气道高反应状态为主要临床特征，易在变应原、环

境等多种因素刺激下导致气管强烈收缩，进而出现

气道狭窄，并引发胸闷、咳嗽、喘息等症状［８］。目前

西医临床治疗以糖皮质激素、β２受体激动剂或支气
管扩张剂等为主要治疗方案，通过增加气道通透性，

解除支气管痉挛及气道高反应性以达到治疗的目

的，但是支气管哮喘极易复发，上述治疗仅能暂时缓

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能控制疾病的反复发作，且

西药长期应用的安全性也使其应用受限［９１０］。

中医认为支气管哮喘属“哮病”“喘症”等范畴，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哮病发作的描述“喘

息，鼻张，肩起……起而熏肺，使人喘鸣”，而最早提

出“哮喘”病证的则是在《景岳全书·喘化》“喘有夙

根，遇寒而发，或遇劳而发者，方名为哮”。哮喘的

发病主要与气郁、痰阻等有关，宿痰内伏于肺，复加

体虚、外感、情志、饮食、劳倦等因素，致痰阻气道、肺

失肃降、风盛孪急等，其中痰为主要病理因素，使肺

不能布散津液，肾不能蒸化水液，脾不能运输精微，

抑制津液凝聚成痰，伏藏于肺［１１］。中医认为人体为

有机整体，通常处于阴平阳秘、动静相依、消长有序

的状态，发病后则应立足于整体对疾病进行认知，依

据中医的理论体系并结合疾病外在表现归纳出疾病

的“证”，并据此遵循辨证论治的法则进行治疗，随

着临床对哮喘病因病机学认识的不断深入，极大地

丰富了哮喘证候辨证的内容，许银姬等［１２］将哮喘分

为缓解期和发作期，徐则林等［１３］辨证将哮喘归为缓

解期和急性期（热喘和寒喘），缓解期多属肾虚，采

用肾气汤，热喘用定喘汤加减；寒喘采用小青龙汤加

减。现代医学认为哮喘患者多存在免疫学异常现

·２４１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９



象，而中医药免疫调节功效显著，陈书文［１４］采用黄

芪注射液治疗支气管哮喘患者，改善了患者的肺功

能，近期疗效显著。

三子养亲汤基础组方为紫苏子、白芥子、莱菔

子，在止咳平喘、降气化痰、消食导滞等方面功效显

著，“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苏子辛、温，入肺、

大肠经，可降气化痰，止咳平喘，《医林纂要》“苏子

能润心舒肺，下气消痰，除咳定喘”；白芥子性辛、

温，归肺经，主治寒痰喘咳，痰滞经络，痰湿流注，关

节麻木、疼痛等证候；莱菔子辛、甘，归肺、胃经，主用

于腕腹胀满、咳嗽多痰、食积气滞、下痢后重等证

候［１５１６］。有学者采用过敏煎合三子养亲汤加减治

疗过敏性支气管炎，有效调节了患者的 Ｔ淋巴细胞
亚群比例，降低了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且临床症状得

以改善，效果确切；发现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同时联合

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效果显著，降低了患

者的复发率。本研究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同时联合三

子养亲汤加减治疗支气管哮喘，结果同样显示出其

具有较好的近远期临床疗效，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

率较对照组升高，观察组出院后６个月复发率低于
对照组；同时患者鼻塞、咳嗽、咽痒等症状得以有效

改善，进一步证实中西医联合治疗支气管哮喘所具

有的巨大潜力，使患者从中获益。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中 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等炎性
反应介质破坏上皮细胞完整性，加重机体炎性反应，

并导致气道壁增厚及气道重塑的发生，同时诱发花

生四烯酸、前列腺素等其他炎性物质的释放，造成机

体免疫损伤，因此对机体炎性症状的控制可控制疾

病进展，并抑制气道重塑的发生，改善患者肺功

能［１７］。三子养亲汤不仅具有祛痰、止咳、平喘的功

效，还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紫苏子、白芥子、莱菔子

中的有效成分可增强内皮细胞的吞噬和杀菌能力，

体外研究也证实其具有较好的抑菌作用［１８］。本研

究结果中，治疗后 ２组气道重塑相关治疗 Ｗａｉ、
Ｗａｍ、Ｗａｔ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２
组肺功能指标 ＦＥＶ１、ＭＶＶ较治疗前升高，ＦＥＦ７５％
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改善优于对照组。

表明常规西药治疗的同时联合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

支气管哮喘可抑制气道重塑的发生及进展，降低气

道高反应性，从而恢复患者的肺功能。不良反应方

面，２组治疗及随访中均有恶心、皮肤瘙痒等轻微症
状出现，但并未发生血压下降及呼吸抑制等严重不

良反应，证明联合应用的治疗方案安全性良好。

综上所述，三子养亲汤加减联合西医治疗支气

管哮喘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抑制气道重塑的

发生及进展，提高患者肺功能，且复发率低，近远期

疗效显著，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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