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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疗效及对高凝状态、炎性反应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６月到２０１７年８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１３０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６５例，对
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加用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２组均治疗２个月，观察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比较治疗前后２组患者高凝状态指标、炎性反应因子指标、临床症状积分指标水平。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３８５％（６１／６５），高于对照组的８０００％（５２／６５）（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２组患者治
疗２个月后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以及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血小板计数（Ｐｌｔ）、Ｄ二聚体、
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２个月后临床症状积分和肠镜检查积分均
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确切，能有效改善高凝状
态，降低炎性因子水平，并可改善症状评分，安全性较好，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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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非特异性慢性肠道炎性疾
病，以腹痛、腹泻、脓血便为主要临床表现。该病病

程较长且容易复发，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

具有较大影响［１２］。溃疡性结肠炎发病原因尚不确

切，可能与环境、免疫异常、肠道菌群失常等有

关［３４］。但是，最新研究显示，炎性反应是溃疡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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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炎发展的重要原因，高凝状态也与溃疡性结肠炎

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５６］。目前治疗溃疡

性结肠炎主要以药物为主，其中美沙拉秦是临床上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重要药物，虽然具有一定疗效，

但是在缓解高凝状态上疗效欠佳，容易引起病情反

复发作。随着对中医药的重视，中西医结合已被逐

渐用来治疗多种疾病［７８］。因此，本研究应用中西医

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即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观察其临床疗效以及对炎性反应因子和高凝状态的

影响，旨在为临床用药提供数据支持，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到２０１７年８月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１３０例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６５例，观察组中
男３９例，女２６例，年龄２３～７０岁，平均年龄（４５２９
±１６３）岁，发病部位：直肠１９例，乙状结肠３２例，
降结肠１４例；对照组中男３５例，女３０例，年龄２４～
６８岁，平均年龄（４４６８±１９７）岁，发病部位：直肠
１９例，乙状结肠３１例，降结肠１５例，２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本次研究已经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

允许实施。

１２　纳入标准　１）所有患者均经结肠镜检查并经
病理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２）均为首次发病者；３）患
者或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近３个月服用过免疫抑制剂、激
素者；２）肠结核者；３）内分泌系统疾病者；４）妊娠及
哺乳期女性；５）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
１４　研究方法　嘱患者清淡饮食，禁食辛辣刺激食
物，禁止吸烟和饮酒，调节酸碱和电解质平衡，并根

据患者的情况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

美沙拉秦肠溶片（恒诚制药集团淮南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２１１）治疗，１ｇ／次，３次／ｄ。观察组患者
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

疗，具体药物组成为：丹参２０ｇ、黄柏１５ｇ、忍冬藤２０
ｇ、侧柏叶１３ｇ、炒地榆１５ｇ、白及８ｇ、侧柏叶１３ｇ、槐
花炭１２ｇ、黄连１５ｇ、马齿苋１５ｇ，水煎服，１剂／ｄ。２
组均治疗２个月。
１５　观察指标　评价２组患者治疗２个月后的临
床疗效，判定标准如下：治疗２个月后患者腹痛、腹
泻等临床症状消失，肠镜检查显示肠黏膜基本正常

表示基本缓解；治疗２个月后患者相应临床症状有
所好转，肠镜检查显示肠黏膜存在假性息肉或轻度

炎性反应表示有效；治疗２个月后患者相应临床症
状和肠黏膜均无明显好转甚至病情加重表示无效，

总有效率为基本缓解率与有效率之和。观察２组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２个
月后抽取２组患者空腹静脉血３ｍＬ，低温离心 １５
ｍｉｎ，离心速度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吸取上清液即得血清，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ｓ６，ＩＬ６）以及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等炎性因子水平，应用 ＢＣ
５５０全自动分析仪（深圳迈瑞公司）检测血小板计数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ｕｎｔ，Ｐｌｔ）、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Ｆｉｂｒｉｎｏ
ｇｅｎ，ＦＩＢ）水平。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症状积分：参考《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临床症状积分标准，主

要根据大便频次、形状、排便、腹痛等进行评价，分数

越低表示情况越好［９］；肠镜检查积分：根据肠镜检查

黏膜情况进行评价，３分表示轻度病变，６分表示中
度病变，９分表示重度病变［１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实施 χ２检验，Ｄ二聚
体、ＦＩＢ水平等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实施ｔ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８５％（６１／６５），高于对照
组的８０００％（５２／６５）（Ｐ＜００５）。见表１。２组患
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基本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６５）２６（４０００） ３５（５３８５） ４（６１５） ６１（９３８５）
对照组（ｎ＝６５）１９（２９２３） ３３（５０７７） １３（２０００） ５２（８０００）

χ２ ５４８２
Ｐ ００１９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炎性因子水
平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 ＴＮＦα、ＩＬ６以及 ｈｓＣＲＰ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
治疗２个月后ＴＮＦα、ＩＬ６以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明显
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凝血功能比
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 Ｐｌｔ、Ｄ二聚体、ＦＩＢ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２个月
后Ｐｌｔ、Ｄ二聚体、ＦＩＢ水平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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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
　　炎性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ＴＮＦα（ｐｇ／ｍＬ）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观察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３９２３±２１６ ３６２４±３２４ １８４２±２５１
　治疗２个月后 １２４２±２１８△ ７３１±０５８△ １１０３±２７４△

对照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３８６７±１８９ ３５２１±２５３ １９３９±１８９
　治疗２个月后 ２０１４±０７５ １８３１±２１５ １５２１±２０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凝血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Ｐｌｔ（１０９／Ｌ） Ｄ二聚体（ｕｇ／Ｌ） ＦＩＢ（ｇ／Ｌ）

观察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３３９４２±１３２８ ３８７６２±１８９１ ４９８±０２５
　治疗２个月后 ２３９２８±１６３３△ ２２８４２±２０２４△ ３１２±０２４△

对照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３４３９２±１９４５ ３９１７３±１９５４ ４８６±０１６
　治疗２个月后 ３０６３１±１６７３ ３４１３７±１９６３ ４０２±００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症状评分比
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和肠镜检查积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
２个月后临床症状积分和肠镜检查积分均明显降
低，且观察组较对照组更低（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２个月后症状评分
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临床症状积分 肠镜检查积分

观察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１５３４±２５３ ８７９±２１４
　治疗２个月后 ５６１±０８４△ ３２８±１０８△

对照组（ｎ＝６５）
　治疗前 １４８７±１０９ ８６５±１５６
　治疗２个月后 ９５３±１０４ ５８７±１３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炎性反应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和发展存在较

大关系，有研究显示，患者体内炎性反应失调是导致

溃疡性结肠炎的重要原因，促炎性因子及递质异常

会引起肠黏膜损伤，导致溃疡产生［１１］。ＴＮＦα是一
种重要炎性因子，ｈｓＣＲＰ是一种反应迅速的炎性因
子，在炎性反应早期上述因子就表现出异常升高状

态，ＩＬ６是白细胞介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在炎性反
应中也会明显升高［１２１３］。除此之外，溃疡性结肠炎

还与高凝状态有关，高凝状态会引起肠血液供应障

碍，改变肠黏膜通透性，致使细菌或内毒素进入血

液。且高凝状态还会激活机体纤溶系统，增加血栓

形成的可能性，进一步加重体内炎性反应，导致肠道

黏膜损伤，对于治疗和预后均具有较大影响［１４］。美

沙拉秦是临床上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常用药物，对

炎性因子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缓解腹泻、腹痛、脓

血便等症状，但是改善高凝状态效果欠佳，较容易出

现停药复发等情况［１５１６］。

溃疡性结肠炎属于中医的“泻下”“痢疾”“肠

癖”范畴，主要因饮食失节、外感湿热引起，导致湿热

蕴蒸、损伤脾胃，气血失调，最终导致血瘀、肠络损

伤、肉腐等症状［１７］。因此，临床治疗上应该以清热

解毒、活血化瘀为主。本研究中黄连、黄柏和忍冬花

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可以清理肠道毒素，起到抗炎

杀菌的作用，也可以明显改善周围瘀肿，改善患者溃

疡状态［１８］。侧柏叶、炒地榆、槐花炭可起到清热凉

血的作用，且止血效果较佳，白及可以止血，消肿生

肌，丹参则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诸药合用具有活血

祛瘀、抗炎消肿的作用，对肠道黏膜再生具有较好的

修复作用，也可以改善肠道微循环［１９］。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３８５％，高于对照组的
８０００％（Ｐ＜００５），说明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应用美沙

拉秦可以发挥抗炎作用，同时加用中药可以清热解

毒、活血化瘀，在抗炎的同时改善循环，促进肠道溃

疡恢复［２０］。本研究结果还显示，２组患者治疗２个
月后ＴＮＦα、ＩＬ６、ｈｓＣＲＰ、Ｐｌｔ、Ｄ二聚体、ＦＩＢ水平均
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益
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能有效降低炎

性反应，改善患者高凝状态，具体原因可能是益气清

热解毒化瘀法具有较好的活性化瘀作用，可以有效

抗凝，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降低血黏度，改善高凝

状态［２１２２］。因此，观察组炎性因子和高凝状态得到

明显的改善。此外，２组患者治疗２个月后临床症
状积分和肠镜检查积分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能明
显改善症状评分，分析其原因为益气清热解毒化瘀

法能有效降低炎性反应，有利于肠道黏膜功能恢复，

且能有效改善肠道微循环，进而有利于肠道溃疡面

愈合。２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说明应用益气
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和西医治疗均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益气清热解毒化瘀法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炎性反应，改善高凝状

态，可降低患者临床症状评分和肠镜检查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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