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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陷胸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痰热互结型病毒性

心肌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免疫功能、

氧自由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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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小陷胸汤合丹参饮加减治疗痰热互结型病毒性心肌炎（ＶＭＣ）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血清炎性反应递
质、免疫功能、氧自由基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ＶＭＣ患
者１４８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７４例。对照组给予补液、营养心肌等常规支持治疗，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小陷胸汤合丹参饮方剂，观察２组的临床疗效及血管内皮功能、氧自由基、炎性反应递质、免
疫功能、心肌酶的变化情况。结果：２组治疗前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干扰
素γ（ＩＮＦγ）、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内皮素１（ＥＴ１）、一氧化氮（ＮＯ）、血清丙二醛（ＭＤＡ）谷草转氨酶（ＡＳＴ）、乳酸
脱氢酶（ＬＤＨ）、肌酸肌酶（ＣＫ）、肌酸肌酶同功酶（ＣＫＭＢ）、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 ＩＬ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ＣＤ８＋、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ＥＴ１、ＭＤＡ水平较本组治疗前明显降低，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ＮＯ、ＳＯＤ较本组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变化
更明显，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８９％）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８３８％），２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小陷胸汤合丹参饮加减可通过降低血清炎性反应递质水平，抗氧化，改善血管内皮
功能，调节免疫功能，从而提高痰热互结型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　小陷胸汤合丹参饮；病毒性心肌炎；免疫功能；氧自由基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ａ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ｇｌｅｄＰｈｌｅｇｍａｎｄＨｅａｔ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ＧｕａｎＺｈｉｗｅｉ，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ｏｎｇＧｕｉｈｕａ，ＹｕＳｕ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ＬｙｕＷｅｉｇ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ａｌ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ＶＭＣ）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ｇｌｅｄｐｈｌｅｇｍａｎｄｈｅａｔ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４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ＭＣ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７４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ｅｎｚｙｍｅ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Ｌ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ＮＯ，ＥＴ１，ＳＯＤ，ＭＤＡ，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ＣＤ８＋，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
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ＣＤ８＋，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ＥＴ１，ＭＤＡｏｆ
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ＮＯ，ＳＯ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１８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８３８％）．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Ｘｉａｏｘ
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ｖｉｒａｌ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ｎ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Ｖｉｒａｌ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９５；Ｒ５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９．０１．０２７

·５３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１月第１４卷第１期



　　病毒性心肌炎（Ｖｉｒａｌ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ＶＭＣ）是临床
常见病，其中柯萨奇病毒、埃可病毒、脊髓灰质炎病

毒、腺病毒、流感病毒等均可引起 ＶＭＣ，其发病机制
是病毒侵犯心肌引起机体免疫反应，导致心肌细胞

受损，心肌收缩力下降，可引起各种类型的心律失

常，局部以及全部心肌炎性反应［１２］。大多数预后良

好，少数可发生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３］。

近年来国内发病有增多趋势。心肌炎的临床表现多

种多样，轻者可无特殊症状，重者暴发急性心源性休

克或心力衰竭而猝死，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目前，现代医学对ＶＭＣ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近年来
中药治疗ＶＭＣ取得不少进展，中药较之西药具有标
本兼治，明显改善症状，不良反应少等特点［４］。我们

应用小陷胸汤合丹参饮，治疗痰热互结型 ＶＭＣ，疗
效较佳，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
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

ＶＭＣ患者１４８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７４例。对照组中
男４２例，女３２例；年龄４～４２岁，平均年龄（２４８±
３６）岁；病程３～１６个月，平均病程（７８±１６）个
月；心电图：合并 ＳＴＴ改变７４例，过早搏动３４例，
各种传导阻滞４例，心动过速８例；观察组中男３９
例，女３５例；年龄５～４３岁，平均年龄（２４５±３３）
岁；病程４～１６个月，平均病程（７６±１９）个月；心
电图：合并ＳＴＴ改变７２例，过早搏动３３例，各种传
导阻滞６例，心动过速１１例。２组在性别、年龄、病
程、心电图改变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第８版《内科学》ＶＭＣ的诊断
标准［５］：１）在上呼吸道感染、腹泻等病毒感染后３周
内出现心脏表现：心悸、气短、心前区不适等；２）在上
述感染３周内出现心电图改变：窦性心动过速，房室
传导阻滞，窦房阻滞或束支阻滞等；３）心肌损伤的参
考指标：血清心肌肌钙蛋白Ⅰ、肌钙蛋白及肌酸肌酶
同功酶（ＣＫＭＢ）明显增高；４）病原学依据：在急性
期从心内膜、心肌、心室或心室穿刺液中检测出相关

病毒；第２份血清中同型病毒抗体较第１份血清升
高４倍或一次抗体效价≥６４０者为阳性；ＩｇＭ≥１：
３２０为阳性。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诊断标准；２）受试者自
愿参加；３）患者知情同意，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对研究药物过敏者；２）不具备确
诊依据，不能除外其他影响心肌的疾患（包括高血压、

冠心病、风湿性心肌炎、心肌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

者，以及药物影响、中毒性、代谢性和胶原病如狼疮等

的心肌病变者）；３）急性重症ＶＭＣ；４）合并恶性肿瘤
或精神疾病者；５）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病例纳入后发现不符合纳
入标准者，或治疗依从性差（包括纳入后总用药量不

足方案规定用药量的２０％或超过方案规定用药量
的１２０％的病例），不能按医嘱完成药物疗程，或无
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性和安全性判

断者。剔除率不得超过纳入病例总数的５％。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极化液（１０％葡萄糖液
５００ｍＬ，普通胰岛素８Ｕ，１０％氯化钾１０ｍｇ）和５％
葡萄糖注射液２５０ｍＬ加维生素Ｃ５ｇ，辅酶Ａ１００Ｕ，
肌苷４０ｍｇ，静脉滴注，１次／ｄ，同时口服辅酶Ｑ１０胶
囊，２０ｍｇ／次，３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丹参饮合小陷胸汤方剂，组成有：瓜蒌３０ｇ；
丹参、川芎各１５ｇ，半夏、桂枝各１２ｇ，砂仁、郁金、佛
手各１０ｇ，檀香８ｇ，黄连、人参、炙甘草各６ｇ，用水
煎服，１剂／ｄ，早晚分服。２组均以 １４ｄ为 １个疗
程，治疗２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血管内皮功能（ＥＴ１、ＮＯ）及氧
自由基（ＳＯＤ和ＭＤＡ）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内
皮素１（ＥＴ１），采用硝酸还原法检测一氧化氮（ＮＯ）
水平，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血清超氧化物歧化

酶（ＳＯＤ）水平，采用硫代巴比妥比色法测定血清丙
二醛（ＭＤＡ）水平，试剂盒均购于上海必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２）观察２组治疗前后心肌酶变化情况：谷
草转氨酶（ＡＳＴ）、乳酸脱氢酶（ＬＤＨ）、肌酸肌酶
（ＣＫ）、肌酸肌酶同功酶（ＣＫＭＢ），心肌酶水平采用
速率法检测；３）观察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反应递
质变化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反应递质白细胞介素６（ＩＬ
６）、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
干扰素γ（ＩＮＦγ）水平；（４）观察２组治疗前后免疫
功能变化情况：采用间接 ＳＰＡ菌花环法检测患者外
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ＣＤ８＋，试剂盒由美国ＺＹＭＥＤ公司提供。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
心电图及心肌酶谱等辅助检查结果基本正常；有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好转，心电图及心肌酶谱等辅

助检查结果好转；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心电图及心

肌酶谱等改善不明显或无改善［６］。总有效率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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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血清炎性反应递质比较　治疗前，２组 ＩＬ
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 ＩＬ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水平较
本组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６、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ＮＦγ水平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２２　２组ＮＯ、ＥＴ１、ＳＯＤ、ＭＤＡ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
前ＮＯ、ＥＴ１、ＳＯＤ、ＭＤ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ＥＴ１、ＭＤＡ水平明显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ＮＯ、ＳＯＤ水平明显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ＥＴ１、
ＭＤＡ水平下降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ＮＯ、ＳＯＤ水平上升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ＣＤ８＋比较　２
组患者治疗前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ＣＤ８＋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ＣＤ８＋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上述指标变化更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心肌酶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 ＡＳＴ、
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过治疗后，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水平明
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
后上述指标变化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
为９１８９％，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８３８％，观
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５。

表１　２组血清炎性反应递质比较（珋ｘ±ｓ，ｎｇ／Ｌ）

组别 ＩＬ６ ＩＬ２ ＴＮＦα ＩＮＦγ

对照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３３４２±９５８ ３１４６８±４６９３ １７２３±４７４ ２６７４±５７９
　治疗后 １３１１±３６３ ２５６８５±３６６９ ７５６±１９３ １９３７±３８２

观察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３４４２±９５１ ３１６７６±４７１４ １７４６±５１８ ２６８４±４９１
　治疗后 ７５１±１８５△ １８７８５±２８５７△ ４４７±０９４△ １５７５±３７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２组ＮＯ、ＥＴ１、ＳＯＤ、ＭＤＡ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ＮＯ（ｍｇ／Ｌ） ＥＴ１（ｎｇ／Ｌ） ＳＯＤ（Ｕ／ｍＬ） ＭＤＡ（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１４５±０２４ １３７６±１６７ ６２７±８３ ７９±１８
　治疗后 １９２±０２３ １０２７±１２５ ８９９±１２７ ５２±０８

观察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１４４±０２６ １３６８±１７３ ６３１±８５ ７８±１３
　治疗后 ２３７±０３６△ ８７３±９８△ １２２９±１３２△ ３７±０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ＣＤ８＋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３＋（％） ＣＤ８＋（％）

对照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２６５６±３２９ ０８２±０２１ ５１８９±４７２ ３２１０±３７３
　治疗后 ３３１８±３９０ １１６±０２５ ５６７３±４２９ ２８５８±３２６

观察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２６７８±３２０ ０８３±０２３ ５１７８±４３９ ３２０５±４１２
　治疗后 ４１０２±３７６△ １６４±０２７△ ６４９０±５３６△ ２４８９±３６４△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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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组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ＡＳＴ（Ｕ／Ｌ） ＬＤＨ（ＩＵ／Ｌ） ＣＫ（Ｕ／Ｌ） ＣＫＭＢ（Ｕ／Ｌ）

对照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４４７８±８２５ １６７９０±１０９３ １７８０４±１２５８ ４５２８±１２３７
　治疗后 ３５９０±６８３ １２７８９±９６２ １３４６８±９６２ ２８９０±７８３

观察组（ｎ＝７４）
　治疗前 ４４６２±５０９ １６６５３±１１８３ １７６６６±１１６３ ４５８０±１１６３
　治疗后 ３０７８±５３８△ ８８９０±８４６△ ９８７３±８５２△ １９０４±４７２△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例（％）］

观察组（ｎ＝７４） ２３ ３５ １６ ５８（７８３８）
观察组（ｎ＝７４） ３０ ３７ ６ ６８（９１８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ＶＭＣ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心肌局灶性或

弥漫性病变［７］。研究认为，ＶＭＣ是一个多因素参
与的复杂过程，包括病毒感染对心肌的损害、细胞

免疫、自由基的作用以及多种细胞因子等介导的心

肌损害和微血管损伤［８］。Ｔ淋巴细胞是机体最主要
的免疫活性细胞。病毒感染后，急性期触发细胞免

疫反应，增强宿主对病毒的免疫和防御功能。Ｔ细
胞介导的细胞免疫是本病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细

胞免疫主要是ＣＤ４＋Ｔ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引起的
炎性反应及ＣＤ８＋Ｔ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９］。

ＶＭＣ急性期大量炎性细胞坏死可刺激产生大
量细胞因子，如 ＩＮＦγ、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６等，
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形成网络［１０］。近年来随着自

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进一

步研究，ＶＭＣ的氧自由基损伤已成为一个研究热
点。研究已证实，氧自由基 （ＯｘｙｇｅｎＦｒｅｅＲａｄｉ
ｃａｌｓ，ＯＦＲ）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ＯＦＲ参与了心
肌炎、心力衰竭、克山病和冠心病等多种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尤其在 ＶＭＣ的过氧化损害中
起重要作用［１１１２］。ＯＦＲ可作用于生物膜中多不饱
和脂肪酸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损伤细胞膜，导致

心力衰竭。

ＶＭＣ归于“心悸”“胸痹”范畴，其初得之，风热
毒邪，侵犯肺卫，不得宣散，由表入里，致肺经郁热。

由于心肺同居上焦，肺朝百脉，与心脉相通，故肺经

郁热，浸淫于心，邪热毒邪消灼心阴，耗伤心气，故每

见于外感之时或稍后，渐感心慌、胸闷、气短、动则加

剧之心伤征象。痰热互结是导致胸痹、心悸的主要

病理因素［１３］。ＶＭＣ的致病因素为痰热，痰浊久即
可化为热，痰热中阻，犯至心胸之区，致机体清阳不

展，心脉闭阻，气机不畅而发心痛。临床治疗原则为

清热泻火、消痰散结、散瘀活血。小陷胸汤由黄连、

半夏、瓜蒌组成，方出《伤寒论》，具有清热化痰、宽

胸散结之功效；丹参饮由丹参、檀香、砂仁组成，方出

《时方歌括》，能活血行气、祛瘀止痛。在经方基础

上加用郁金、佛手、川芎、桂枝、炙甘草，并奏化痰祛

瘀、活血通络、通脉降浊之功。郁金辛苦寒，清心开

窍解郁，佛手辛苦温，疏肝解郁，燥湿化痰，郁金与佛

手共奏活血行气止痛之功；川芎辛温，归肝胆心包

经，活血行气，疏风止痛，辛甘温，归心肺膀胱经，发

汗解肌；川芎与桂枝同为温性，以防小陷胸汤中瓜

蒌、黄连苦寒太过，二药活血行气通经脉；佐以少量

人参，人参性甘微苦微温，补正气以祛邪。甘草为

使，性甘平味苦，益气补中，祛痰，缓急止痛，兼能调

和诸药。诸药配伍，共奏豁痰开结，活血化瘀之功

效［１４］。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丹参具有抗炎、抗氧化的

功效，其可改善心肌收缩力，同时还具有调节免疫功

能，增加冠脉血流，降低心肌耗氧量，抑制脂质过氧

化等多渠道综合作用而达到治疗 ＶＭＣ的目
的［１５１６］。瓜萎具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炎性反

应递质及氧自由基水平，抗心律失常等作用，对缺血

心肌具有保护作用［１７］；郁金可发挥抗炎，增强心肌

收缩力，促进受损心肌细胞再生作用，从郁金中提取

的镁钾络合物有一定的抗心律失常作用［１８］。ＥＴ１
可拮抗ＮＯ的扩血管作用，二者平衡存在可调节血
管收缩舒张功能，ＮＯ适度升高，ＥＴ１降低，可以改
善血小板活性，从而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丙二醛

（ＭＤＡ）水平可反映氧自由基损伤组织的程度，超氧
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是一种抗氧化酶，具有抵抗自由
基损伤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的临床治

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炎性反应递质水平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ＮＯ、ＳＯＤ水平高于对照组，ＥＴ
１、ＭＤＡ水平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３＋水平高于对照组，ＣＤ８＋水平低于对照
组，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ＡＳＴ、ＬＤＨ、ＣＫ、ＣＫＭ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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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降低程度更明显。表明小陷胸汤合丹参饮加减可

通过降低血清炎性反应递质水平，抗氧化，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调节免疫功能，从而提高痰热互结型

ＶＭＣ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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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２８１．

［３］ＺｈｏｕＬ，ＨｅＸ，ＧａｏＢ，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ｎｅＤｅａｃｅｔｙｌ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ｓ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Ｂ３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ｂ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Ｖｉｒａｌ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Ｊ］．Ｊ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５，８９（２０）：

１０５１２１０５２３．

［４］刘洪坤．基于临床证据的中药复方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组方用药

规律研究［Ｄ］．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６．

［５］陈浩珠．内科学［Ｍ］．８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７８

１２８４．

［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Ｓ］．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７３８．

［７］ＰｏｌｌａｃｋＡ，ＫｏｎｔｏｒｏｖｉｃｈＡＲ，ＦｕｓｔｅｒＶ，ｅｔａｌ．Ｖｉｒａｌ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ｔｉｓ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Ｊ］．ＮａｔＲｅｖＣａｒｄｉ

ｏｌ，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６７０６８０．

［８］孙鹤，于建才，赫嘉惠，等．病毒性心肌炎发病机制研究进展［Ｊ］．

医学综述，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３８６８３８７０．

［９］徐海鹰，王宁夫，于忠，等．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检测

的临床价值［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２（１４）：３０５９３０６０．

［１０］张新民，陈鹏，叶盛，等．蛋白酶体抑制剂减少病毒性心肌炎小

鼠炎症因子ＩＬ６和ＴＮＦα的表达［Ｊ］．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

学，２０１７，２２（４）：４０６４１１．

［１１］冯辉，陈相健．丹参注射液对病毒性心肌炎的疗效及其抗氧自

由基的作用［Ｊ］．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７）：８１８３．

［１２］梁文宝，陈简．丹参注射液辅助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抗炎及抗

氧自由基的效应研究［Ｊ］．海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２２（１５）：１６３０

１６３２，１６３６．

［１３］姚癑含．张明雪教授运用《伤寒论》六经辨证治疗病毒性心肌炎

研究［Ｄ］．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１．

［１４］王菲菲．基于病毒性心肌炎文献分析的中医证候计量诊断及用

药规律研究［Ｄ］．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９．

［１５］项婷．丹参酮ⅡＡ磺酸钠对肝癌术后患者抗炎作用的临床研究

［Ｄ］．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１６］高山山．基于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的丹参中单体化合物抗炎作用

的代谢组学研究［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１７］马跃平．瓜蒌仁及瓜蒌霜的药理作用比较［Ｃ］．成都：２０１０中药

炮制技术、学术交流暨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２０１０：４．

［１８］王颖．中药郁金、姜黄、莪术的化学成分比较研究［Ｄ］．重庆：重

庆大学，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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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冯达周，陈钢，潘京华，等．仙灵骨葆结合经皮球囊扩张椎体后凸

成形术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效果［Ｊ］．广东医

学，２０１７，３８（６）：９５９９６２．

［７］ＩｇａｓｅＭ，ＫｏｈａｒａＫ，ＴａｂａｒａＹ，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ｍ

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Ｊ］．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２０１４，２１（９）：９６２９６６．

［８］杜宇康，廖瑛扬，肖淼盛，等．经皮椎体成形术与经皮椎体后突成

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疗效对比分析［Ｊ］．中国矫

形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１０）：９４６９４８．

［９］陈玉松，黄晓涛，方略，等．丹杞颗粒联合仙灵骨葆胶囊对绝经后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术后骨代谢、骨密度的影响［Ｊ］．中国

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８）：３３３４，３７．

［１０］史晓林．自拟强骨饮治疗骨质疏松症的３２例临床报告［Ｊ］．中

国中医骨伤科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２）：５７５８．

［１１］吴鹏，王博，孔令成，等．强骨饮颗粒联合阿仑膦酸钠维Ｄ３片口

服在原发性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术后抗骨质疏松治疗中的应用

［Ｊ］．中医正骨，２０１６，２８（５）：１６１９．

［１２］徐伟锋，叶健，吴连国．强骨饮对骨质疏松性股骨颈骨折患者全

髋关节置换术后血清骨代谢生化指标和骨密度的影响［Ｊ］．中

医正骨，２０１５，２７（２）：１２１６．

［１３］刘国泰，刘杰，张志强，等．强骨饮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及安

全性分析［Ｊ］．中国药物警戒，２０１３，１０（７）：３９３３９５．

［１４］陈玉松，黄晓涛，方略，等．丹杞颗粒联合仙灵骨葆胶囊对绝经

后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术后骨代谢、骨密度的影响［Ｊ］．中

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８）：３３３４，３７．

［１５］潘定权，李静伟，何康宏，等．强骨饮治疗原发Ⅰ型骨质疏松性

髋部骨折的临床研究［Ｊ］．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２（９）：

１１１３．

［１６］菅志飞，孙维，曹洪．复方中药强骨饮强化髋关节置换后假体周

围骨密度：随机对照半年评定［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０１５，１９

（３９）：６２８６６２９０．

［１７］姚建亮，王博，吴鹏，等．强骨饮对去卵巢大鼠骨折愈合骨小梁

ＭｉｃｒｏＣＴ改变研究［Ｊ］．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１１）：１３９５

１３９．

［１８］刘国泰，王建辉，周莉，等．强骨饮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临

床研究［Ｊ］．中国药物警戒，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６５２６５６．

［１９］刘杰，刘国泰，张志强，等．手法复位配合自拟强骨饮治疗骨质

疏松性桡骨远端骨折［Ｊ］．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６（４）：

６４６６．

［２０］阮芝芳，李旭云，孙峰，等．口服强骨饮联合超声药物透入理疗

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性腰背痛患者临床疗效观察［Ｊ］．浙江中医

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９（６）：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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