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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自拟益气活血方结合指南推荐的西医治疗方案治疗乙肝肝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患者的疗效优势
点及安全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期间经病历ＣＲＦ表确认的乙肝肝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患者６２例，以
随机、盲法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以循证医学方法为指导，进行多中心、双盲试验研究，疗程为１个月。所有患者均接
受指南推荐的西医基础治疗，观察组口服益气活血方颗粒，对照组口服益气活血方安慰剂颗粒。研究围绕患者利尿效果

（２４ｈ出入量、体重、腹围、超声下腹水量）、肝脏功能、凝血、智能水平以及中医症状改善等方面进行测定。结果：２组均在
腹水量减少及利尿改善方面取得疗效，但从腹水减少趋势及净体重、腹围下降趋势看，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且通过治疗前

后腹部超声示腹水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通过血清学检测对肝脏功能改善进行评价，限于治疗周期，２组
并无统计学意义，但根据治疗时点肝功能变化趋势图看，观察组在某些肝功能指标的改善趋势上具有一定优势；对患者智

能水平改善情况进行评价，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数字连接试验（ＮＣＴＡ）、数字符号试验（ＤＳＴ）均有所改善，但统计学意义
不明显。在中医症状改善方面，观察组在气虚血瘀证症候群的改善较对照组明显（Ｐ＜００１）；通过安全性评价，益气活血
方具有较好的安全性。结论：益气活血方能够协同指南推荐的西药治疗对乙肝肝硬化气虚血瘀证患者发挥更好的利尿作

用，从而降低腹水量；限于治疗周期，益气活血方在肝功能某些方面的改善趋势上具有一定优势；益气活血方能够改善气

虚血瘀证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益气活血方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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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长期以来是慢性乙型肝炎活跃地区，慢乙
肝成为了我国肝硬化致病的首要病因，造成沉重的

社会及医疗负担。腹水是肝硬化失代偿期最典型的

临床表现，是评估肝硬化进展至失代偿期重要的临

床特征，降低了肝硬化患者的生命质量，增加了并发

症发生的风险，甚则威胁生命，是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者的治疗难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医疗投入的

提高，慢性乙型肝炎流行率呈明显下降趋势，２００６
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６０岁以下慢乙肝感染率
已下降至７１８％，但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慢乙肝感
染者依然高达９３００万。因此乙型肝炎感染导致的
肝硬化在我国依然是亟待解决的医疗难题［１２］。随

着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不断研发，抗病毒疗效已取得

一定突破，并且近年来利尿治疗药物及手段的不断

进展，相关新药的诞生也明显提高了利尿效果，在难

治性腹水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步，改善了腹水的治

疗效果，提高了腹水患者的生命质量。但是，因肝硬

化腹水患者因处于肝功能失代偿期，肝功能的改善

仍未取得突破，且对于顽固性腹水患者，腹水的管理

依然面临诸多难题。笔者依托的研究团队围绕乙肝

肝硬化腹水开展相关中医药研究，研究表明［３４］，气

虚血瘀是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的核心病机，依托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鼓胀病协作组开展的全国多中心疗

效验证，益气活血法可协同西药治疗提高患者利尿

效果，核心方药益气活血方已初步得到验证，在改善

患者肝功能方面较单用西医治疗具有一定优势，但

因前期研究条件所限，未能够完全遵循循证医学方

法得到证据级别较高的试验结论。本研究基于前期

研究基础，遵循循证医学原则，通过全国多中心、随

机、双盲的研究方法，围绕益气活血方治疗乙型肝炎

肝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开展 ＲＣＴ研究，进一步提炼
疗效优势点，验证安全性。

轻微型肝性脑病（ＭｉｎｉｍａｌＨｅｐａｔ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
ｔｈｙ，ＭＨＥ）越发受到国内外的关注，ＭＨＥ是肝硬化
基础上隐形肝性脑病的临床亚型，国外曾开展了较

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国内近年来也有研究开展

了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国外 ＭＨＥ发生率 ３０％～
８４％［５６］。ＭＨＥ国内流行率为２９２％～５７１％［７８］。

ＭＨＥ因发病隐匿，常无典型的临床表现而被忽视，
导致患者从事精细操作及危险作业行业时工作效率

降低，甚至出现意外，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目前

ＭＨＥ的诊断仍缺乏公认的诊断方法及分层的诊断
标准，因具有简便易行的特性，临床上常通过数字连

接试验（ＮＣＴＡ）、数字符号试验（ＤＳＴ）评价肝硬化
患者智能水平，从而发现ＭＨＥ潜在的发病患者。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
期间经病历 ＣＲＦ表确认患者６２例纳入研究，协作
单位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牵头，联合广东

省中医院、陕西省中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山西省中医院共同开展，签署知情同意后，对确

诊为慢乙肝肝硬化，且经高年资中医师依据中医证

型诊断标准辨证为气虚血瘀证患者纳入研究。由

ＳＡＳ统计软件包模拟产生随机数字，采用随机方法，
受试者按照先后纳入顺序于各中心按序入组。以双

盲为原则，并受第３方管理和监督。因本研究受研
究时限影响，提前揭盲，最终纳入乙肝肝硬化气虚血

瘀证患者６２例，其中观察组３２例，对照组３０例，均
完成疗程。其中，观察组中男１９例，女１３例，平均
年龄（５５２１±１２６０）岁；对照组中男２２例，女８例，
平均年龄（５４３３±１３５７）岁。该研究通过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

ＥＣＰＪＢＤＹ２０１３０６）。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患者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组别 性别（男／女，例） 年龄（岁）

观察组（ｎ＝３２） １９／１３ ５５２１±１２６０
对照组（ｎ＝３０） ２２／８ ５４３３±１３５７

χ２／ｔ ０２９１ －０２６６
Ｐ ０１８６ ０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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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１３版《实用内科学》，《２０１２ＡＡＳＬＤ肝硬化腹水指
南》《２０１０年 ＥＡＳＬ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处
理》等国内、外临床诊疗指南。气虚血瘀证候诊断标

准：参照《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华中医药

学会，２００８）肝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相关章节
（ＺＹＹＸＨ／Ｔ３３２００８）。
１３　纳入标准　１）１８～７５周岁；２）中医诊断为鼓
胀病，西医诊断为肝硬化腹水（２～３级）；３）确诊为
慢乙肝感染；４）符合气虚血瘀证证候诊断；５）仅伴有
不影响本研究的其他慢性疾病（稳定期）。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少量腹水（１级腹水）、顽固性腹
水；２）非慢乙肝，其他病因导致的肝硬化；３）合并严
重并发症并须紧急处理；４）其他系统严重疾病导致
不能参加或完成本研究者；５）适龄妇女处于妊娠或
哺乳者；６）不能正常临床信息沟通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依从性差，中途因故放弃
规范治疗者；２）治疗中途存在病情严重恶化不能继
续按原方案治疗者；３）出现不良反应，无法继续治疗
者。

１６　治疗方法　本研究疗程１个月（３０ｄ），采用双
盲方法，按已生成的随机序号按序给予治疗方案（第

三方监管）。２组患者均给予指南推荐的基础治疗。
包括如下方面：１）限钠：对无低钠血症风险患者控制
钠盐摄入在２ｇ／ｄ以内；２）病原学治疗：符合抗病毒
适应证者给予恩替卡韦分散片抗病毒治疗；３）保肝
治疗：ＡＬＴ≥５ＵＬＮ者给予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治
疗；４）利尿剂：根据指南推荐的药物及方案，给予呋
塞米及螺内酯口服利尿治疗；５）补充白蛋白：对ＡＬＢ
≤２５ｇ／Ｌ者，静注人血白蛋白，并定期监测，恢复至
２５ｇ／Ｌ者停用。观察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益气活血
方颗粒：１袋／次，２次／ｄ，冲服。对照组在基础治疗
上加用中药模拟颗粒剂（服法同上）。（益气活血方

组成：黄芪、白术、柴胡、赤芍、郁金、丹参、当归、生蒲

黄（包煎）、泽泻等）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效应指标：利尿效果直接与间接
评价：腹围、体重、腹部超声测腹水深度；肝功能：

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ＧＧＴ，ＡＬＢ，ＰＴＡ；智能指标：ＮＣＴＡ、
ＤＳＴ（计时）；中医证候评分：通过前期文献收集及专
家意见，确定“气虚血瘀证”症状群，通过分值量化

症状等级，对气虚血瘀证主证与次证分别评分；２）安
全性指标：生命体征；血、尿、便常规及肾功能（Ｃｒ、
ＢＵＮ）。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

共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

员会，２０１１）。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将统计值分为等级资料及计量资料，等级

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ｔ检验（均数 ±标准差），对不符
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中位数（四分

位数）），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出入量及体征变化　在研究周期内，每日固定
时间医嘱患者的体重、腹围，每日记录在案，研究结

束后对２组体重、腹围按治疗时间求均值，比较２组
体征变化趋势，可分析出腹水量减少的程度，侧面反

映出２组利尿效果。见表２、图１、图２。

表２　２组患者３０ｄ平均体重、腹围变化

天数
观察组

体重（ｋｇ） 腹围（ｃｍ）
对照组

体重（ｋｇ） 腹围（ｃｍ）

１ ６７９３±１０９１９６８９±２３５３６５１３±１６４２ ９５９３±２９６８
２ ６７４５±９３６ ９６６０±２５８９６４９８±１５９４ ９５７８±３０６１
３ ６７１９±１７９４９６２３±２６９４６４９１±１１５８ ９５７０±２７５６
４ ６６８４±１５９０９５７８±１９５５６４６８±１３８５ ９５２０±２４１８
５ ６６４７±１８７２９５２６±１６７３６４３９±１８３４ ９４６４±２３５５
６ ６６３５±１１０５９４７５±１５８８６４０１±１７２６ ９４２１±１８５０
７ ６６１１±１５７４９４５９±２２７３６３９２±１１０８ ９３７７±１７９３
８ ６５９０±１４９３９３９３±２４４８６３６６±１９２０ ９３５１±１６３８
９ ６５６３±１３５８９３６８±２６８７６３５３±２０４６ ９３１０±２０９９
１０ ６５３７±１５４０９３４７±２５３９６３３１±１８３８ ９３１４±２５９４
１１ ６５１３±１１７１９３２４±１８２５６３１８±１５３７ ９２８０±２８１７
１２ ６４８３±１８４６９３１３±１５３７６３０４±１６４４ ９２６５±１８３４
１３ ６４６２±１６９４９２７９±１６６１６３０４±１１９４ ９２５９±３０８６
１４ ６４４５±１４８９９２５０±２５４９６２７９±２０４８ ９２５４±３１７５
１５ ６４１１±１５３７９１９３±２４３５６２６８±１６８７ ９２２１±２０６８
１６ ６４０５±１４４６９１７７±１８０２６２５７±１４２８ ９１９０±２８６９
１７ ６３７３±１８５２９１４７±２０７３６２４８±１７８３ ９１６４±２４８３
１８ ６３６０±２０１１９１２２±２１５８６２４７±１８５６ ９１５０±３２１６
１９ ６３４６±１６８０９１１５±２３５１６２３４±２１５８ ９１２３±１７６７
２０ ６３２０±１８９３９０６５±１９３５６２２７±１３８５ ９１２２±１８６９
２１ ６３１３±１１４８９０２３±２８３１６２１０±１７９６ ９０９１±２４９６
２２ ６２８９±１２８０８９９５±２１６９６１９５±２０１１ ９０７７±２８１６
２３ ６２８４±１４８２８９４０±１８５９６１８４±１９３４ ９０２９±２７４０
２４ ６２６９±１６８０８９１２±１９３２６１７６±１５２７ ９０２３±２３５９
２５ ６２５９±１９４１８９１５±２６３７６２０１±１４３１ ９０３６±２７０１
２６ ６２４２±１７３３８８７１±２１５５６２０９±１９６５ ９０３８±３０５５
２７ ６２３２±１５４９８８５７±２０５９６１８６±１８２５ ８９９４±１９６７
２８ ６２１９±１５２５８８２５±２１８３６１８７±１１８３ ８９９５±１８５３
２９ ６２１１±１９８８８７８３±２８９４６１６９±１４２２ ８９８１±２７３６
３０ ６１８３±１５３７８７５９±２９５７６１５３±１９８４ ８９５０±２６７１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凝血功能、
超声下腹水量变化情况　对所有受试者治疗前、第
１４天及治疗后检测肝功能（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ＡＬＢ、
ＴＢＩＬ）及凝血功能（ＰＴＡ）、腹部超声右侧卧位腹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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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２组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ｔ检验（均数 ±标准
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中位数（四分

位数））。治疗前对２组患者相关指标进行基线检
测，基线均齐平，可进行统计学比较。经过２组治疗
方案可以得出：观察组超声下腹水量在第１４天和第
３０天与对照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第 １４
天２组比较Ｐ＜００５，第３０天２组比较Ｐ＜００１，观
察组治疗前半程与后半程腹水量减少速率均快于对

照组，提示利尿效果方面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在肝

功能疗效方面，对２组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ＡＬＢ、ＴＢＩＬ第
１４天及治疗后检测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但在疗效
趋势方面，ＡＬＴ在第１５～３０天观察组下降速率快于
对照组，前１４天观察组 ＡＳＴ下降速率快于对照组，
前１４天和第１５～３０天观察组ＧＧＴ下降速率快于对
照组，前１４天观察组ＴＢＩＬ下降速率快于对照组，提
示益气活血方在治疗的某些阶段可以在改善肝功能

方面起到一定的协同作用。在凝血检测方面，前１４

天观察组改善凝血功能速率较对照组快，提示益气

活血方可能在治疗的起始阶段起到一定改善凝血功

能的协同作用。见表３。
２３　治疗前后２组智能反应水平比较　本试验对
肝硬化腹水患者的智能反应能力进行了一定的前瞻

性探讨。以及录２组患者 ＮＣＴＡ、及 ＤＳＴ检测完成
时间及得分进行智能反应能力的评估。患者在治疗

前１４天、治疗后行 ＮＣＴＡ、ＤＳＴ检测。对２组符合
正态分布采用ｔ检验（均数 ±标准差），不符合正态
分布采用秩和检验（中位数（四分位数））。治疗前

对２组患者相关指标进行基线检测，基线均齐平，可
进行统计学比较。第１４天和治疗后观察组ＮＣＴＡ、
ＤＳＴ检测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是前１４天观察组 ＮＣＴＡ下降速率快于对照组，
前１４天观察组ＤＳＴ下降速率快于对照组，提示益气
活血方在治疗起始阶段可能更快起到一定改善患者

智能反应能力的协同作用。见表４。

图１　３０ｄ治疗周期平均体重变化
　　注：观察组体重下降速率高于对照组

图２　３０ｄ治疗周期平均腹围变化

　　注：观察组腹围下降速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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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凝血功能、超声下腹水量变化情况

组别 ＡＬＴ（Ｕ／Ｌ） ＡＳＴ（Ｕ／Ｌ） ＧＧＴ（Ｕ／Ｌ） ＡＬＢ（ｇ／Ｌ）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ＰＴＡ（％） 超声腹水量（ｃｍ）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３５８５（３１５０） ５６５０（６５２５） ３５００（３６５０） ２９４２±５７１ ３３１４（５４０３） ５８３１±１９９１ ７３０±３５１
　１４ｄ ３２５０（２５７５） ６０００（６７１１） ３７５０（２８５０） ３１６０±６４１ ３３８５（４０４０） ５７４４±１９９８ ５２６（３２４）
　治疗后 ３３００（２６７５） ４６００（６３６８） ４１５０（２５００） ３３７１±５６３ ３０５５（３０６５） ５７６８±１６９２ ５５０（５２１）△

观察组（ｎ＝３２）
　治疗前 ３８００（３１３５） ５８００（６５００） ４８００（７５９０） ３１２９±６０９ ４１５５（６０３３） ６３０７±１８８９ ８５９±３７６
　１４ｄ ３５００（３９８５） ４８１２（４８００） ４３５０（６２５０） ３４１３±６３９ ３４４５（４４８５） ６５８９±１９８２ ３７５（４８３）

　治疗后 ３２７０（３４２２） ４９５５（４３１０） ４０５０（４９２５） ３６６１±６１８ ３３６５（４１３５） ６５８２±１９５０ １２０（４３５）

　　注：第１４天２组间，Ｐ＜００５；第３０天２组间，△Ｐ＜００１

表４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智能反应水平变化情况

组别 ＮＣＴＡ（Ｓ） ＤＳＴ（分）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９２００（５７７５） ６２９３±１４３９
　１４ｄ ９６７３±３５３８ ５６６７±１３２４
　治疗后 ８９００±３４６４ ５２５７±１２９７
观察组（ｎ＝３２）
　治疗前 ９９００（５６５０） ６０５６±１４７９
　１４ｄ ９２８８±３０８９ ５５１３±１３９１
　治疗后 ８２３１±２６０９ ５１０９±１２４８

２４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证候学变化情况　
针对乙肝肝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患者的主证与次

证，对胁肋疼痛、食欲不振、腹部胀满、困倦乏力、神

疲懒言、面色晦暗等主症量化进行积分等级评价。

因等级积分后表现为非正态分布，宜采用独立样本

非参数检测法。在治疗前各组以上主症积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基线齐平。治疗第１４天，观察
组在腹部胀满、困倦乏力、神疲懒言等证候积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提示益气活血方在治疗起
始阶段，可以更显著的改善患者以上症状。治疗后，

观察组在食欲不振、腹部胀满、困倦乏力、神疲懒言等

证候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提示益气活血
方可在“气虚血瘀证”主要症候群方面起到缓解作用，

较单纯西药治疗更能提高患者生命质量。见表５。
２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安全性评价　２组
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出现严重并发症及严重的病情恶

化，生命体征及重要安全评价理化指标均在监测范

围。在理化指标方面，对患者治疗前、第１４天及治
疗后 ＷＢＣ、ＨＧＢ、ＰＬＴ、ＢＵＮ、Ｃｒ等指标进行检测。
经统计学分析各时点２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益气活血方具有较可靠的安全性。见表６。

表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证候学变化情况（分）

组别 胁肋疼痛 食欲不振 腹部胀满 困倦乏力 神疲懒言 面色晦暗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４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４００） ５００（２００） ６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４００） ６００（２００）
　１４ｄ ４００（４００） ３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
　治疗后 ２００（４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２００（４００）
观察组（ｎ＝３２）
　治疗前 ４００（５５０） ４００（４００） ６００（１５０） ６００（２００） ４００（３５０） ６００（２００）
　１４ｄ ２００（４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治疗后 ０００（１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６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安全性评价

组别 ＷＢＣ（×１０９／Ｌ） ＨＧＢ（ｄＬ） ＰＬＴ（×１０９／Ｌ）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Ｃｒ（μｍｏｌ／Ｌ）

对照组（ｎ＝３０）
　治疗前 ４３６（１９２） １０８６±１４５ ７４００（９１００） ４７０（２６６） ７１００（２７５０）
　１４ｄ ４４３（２８２） １０９９±１２０ ７４００（１００５０） ４６０（２７７） ６９６０±１６８９
　治疗后 ４８０（３１７） １０９３±１６８ ７８００（９１５０） ５０４（２４０） ７１５２±１９０９
观察组（ｎ＝３２）
　治疗前 ４１０（２０３） １０７９±１８７ ６５５０（４５２５） ５１３（２９０） ６２１５（２７４３）
　１４ｄ ４０４（１９６） １１１６±２０４ ６５５０（７４２０） ５３９（４０９） ６３０２±１９２９
　治疗后 ４３０（３０４） １１３７±１９６ ７１５０（７９２５） ６１３（２７８） ６６８７±２２４７

·４８９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



３　讨论
乙肝肝硬化腹水提示肝硬化失代偿，腹水严重

影响着患者的生命质量，并可能诱发相关并发症。

生理性腹水一般小于５０ｍＬ，游离于腹腔内可起到
润滑与维持内环境作用，而腹水量超过２００ｍＬ时，
为病理性腹水［９］。腹水中含有蛋白成分，易诱发腹

腔感染，破坏腹腔内环境，影响腹腔脏器功能，甚则

诱发死亡。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年死亡率约１５％，
两年死亡率可高达４４％［１０］。腹腔积液的形成有多

种病理因素，近年来，肾灌注不足导致的利尿剂抵抗

以及顽固性腹水越发受到重视［１１］。尽管对腹水的

研究已开展多年，但发病机制仍存疑点，尚未得到充

分证实。经典的腹水成因常与肝、肾血流动力学、门

脉高压、低蛋白血症、神经激素等相互作用有关，主

要学说包括灌注、充盈紊乱，周围动脉扩张等［１２］。

近年来腹水的治疗亦围绕以上学说，针对不同靶点

进行治疗。腹水形成的学说互为作用，并非对立。

本研究启动前根据彼时公认的腹水治疗指南（２０１０
年《ＥＡＳＬ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临床指南》、
２０１２年《ＡＡＳＬＤ肝硬化腹水处理指南》）［１３１４］，根据
腹水严重程度进行了较明确分级，并针对中药参与

可能的优势人群（２～３级腹水）进一步临床研究。
并根据指南中强调的病原学治疗、限盐、利尿、保肝、

补充蛋白等方面给予重视。然而，以上治疗均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过度限盐可能加重患者低钠血

症，大剂量利尿剂可能加重肾脏功能损伤，继而诱发

肝肾综合征。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异常常体现在解毒

与合成功能障碍，保肝降酶药往往不能起到根本改

善肝功能的作用。白蛋白制剂价格偏高，患者长期

使用加重经济负担，并加重肾脏负荷，不适合过度推

广。

中医学认为肝硬化腹水可参照“臌胀”“单腹

胀”“水蛊”等病进行论治。本病自古医家多有记

载，名称繁多，如鼓胀、水蛊、蛊胀、膨艬、单腹胀、蜘

蛛蛊等，首见于《黄帝内经》，“浊气在上，则生嗔

胀”。李东垣从脾土进行论治，提出脾胃虚弱生寒，

在治法上于《兰室秘藏·中满腹胀论》中详细论证：

“皆由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而制水谷，聚而

不散而成胀满”。他还指出“大抵寒胀多而热胀

少”，“胃中寒则胀满，或藏寒生满病，以治寒胀，中

满分消汤主之”。可见脾虚的病理基础可贯穿于肝

病始终。喻嘉言从积进行论述，认为积聚日久化

为鼓胀，其病机不外乎气血水瘀积腹内，并在《医门

法律·胀病论》进行论述：“凡有瘕、积块、痞块，

即是胀病之根，日积月累，腹大如箕，腹大如瓮，是名

单腹胀”。明·李梃《医学入门·鼓胀》曰：“凡胀初

起是气，久则成水……，治胀必补中行湿，兼以消积，

更断盐酱”。历代医家对鼓胀的认识不断丰富，对

后世治疗鼓胀大法的确立奠定基础。从不同学术流

派可以看出脾虚、血瘀是鼓胀形成的病理基础受到

认同。

现代中医病因病机研究又发现，湿热、疫、毒邪

是慢乙肝核心致病因素，外邪侵入首先犯脾，运化失

司，中焦失运，痰湿内生，土壅木郁，肝郁不畅，气血

失调，气滞血瘀。而见肝之病，知肝传脾，首应固护

后天之本。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现代微观病

理学［１２］发现，健康患者的降钙素基础相关肽（可起

到扩张血管作用）较气虚血瘀证患者含量高，而气

虚血瘀证患者的内皮素（ＥＴ）（能起到收缩血管作
用）高于健康组。某种程度上是从现代病理学对肝

硬化腹水气虚血瘀证患者的病理内涵进行诠释［１５］。

我们前期通过对鼓胀病多中心中医证候学调查

也验证了这一核心病机。通过益气活血法，发现中

药可以协同西医接触治疗起到增强利尿消腹水的效

果，且在肝功能改善趋势方面，在利胆退黄、改善凝

血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通过改善脾胃运化功能，固

护后天之本，改善了患者的营养条件，降低白蛋白使

用量，在西医认为的治疗难点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并

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研究

基础，拟通过循证医学指导原则，进一步评价益气活

血方疗效优势点并验证其安全性。

益气活血方由黄芪、白术、柴胡、赤芍、郁金、丹

参、当归、生蒲黄、泽泻等组成。方中炙黄芪味甘、

温，归肺、脾经，益气补中；炒白术健脾益气，燥湿利

水，止汗。二者共奏健脾益气之功。柴胡性味苦、微

寒，归肝、胆经，和解表里，疏肝解郁，升阳举陷，退热

截疟。赤芍苦，微寒。归肝经。有清热凉血，活血祛

瘀的功效；郁金辛、苦、寒，归肝、心、肺经，活血止痛，

行气解郁，清心凉血，利胆退黄；丹参味苦，微寒，归

心、肝经，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生蒲黄甘，平，归肝、心包经，具有活血化瘀通淋之功

效；泽泻味甘、酸、微咸，气寒，沉而降，阴中微阳，长

于利水，去阴汗，利小便如神。以上诸药共奏益气活

血，清热利水之功。

本研究依据循证医学指导原则，对中药干预可

能的优势人群（腹水２～３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利尿效果、肝功能、智能水平，证候学，安全性等方面

进行临床疗效评价。通过每日记录体征变化绘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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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腹围变化趋势图，并通过腹部超声对腹水量的定

量检测，直接与间接对益气活血方的利尿效果进行

观察。结果提示益气活血方可起到协同利尿剂作

用，增强利尿消腹水的作用。限于治疗周期较短，２
组间肝功能常规指标并未显著统计学意义，但通过

不同时点检测的肝功能指标可以看出，治疗前半程

ＡＳＴ、ＴＢＩＬ、ＰＴＡ观察组的改善趋势更为明显，治疗
后半程 ＡＬＴ降低速率更为显著，全疗程中 ＧＧＴ、
ＡＫＰ改善的速率更迅速，可能随着治疗的延续，表
达出更为显著的疗效。本研究探讨性的考虑到肝硬

化患者ＭＨＥ的发病情况，进行了智能水平测定，同
样限于治疗周期短，未能提示显著统计学意义，但是

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观察到学习效应等干扰因

素可能会影响智能检测的结果。本研究围绕气虚血

瘀证主证与次证症候群，对症状积分进行前后量化

比较，提示益气活血方对缓解临床不适症状、提高生

命质量等方面具有较显著疗效。

腹水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的常见临床表现，目前

的治疗多是消腹水等对症处理，从病因角度改善肝

功能、降低门脉压、改善灌注依然是治疗的难点。因

个体化差异的存在，较难形成简而易行且重复性高

的普适性治疗方案，如腹水管理不理想，可能进展为

顽固性腹水，加大了治疗难度。真实世界复杂的治

疗方案对中药疗效的分析造成一定难度，后期数据

处理应剔除随机误差导致的偏移。本课题受样本量

及研究周期的限制，仅能初步对益气活血方的疗效

优势点进行初探，并应在长期随访中进一步总结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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