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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加味六君子汤辅治慢性肾衰急性加重期患者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血液流变学、微炎性反应状态的影响，
分析加味六君子汤治疗慢性肾衰急性加重期患者可能的疗效机制。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河南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收治的慢性肾衰急性加重期患者１０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３例。２组患者均进行慢性肾衰常规西医治疗及急性期病因对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再予
以加味六君子汤治疗，２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８周为１个疗程。收集２组患者治疗过程中药物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并比较。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ɑ（ＴＮＦɑ）］、营养状况［血清白蛋白（Ａｌｂ）、血红蛋白（Ｈｂ）、前白蛋白（ＰＡ）］。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质量评分（ＳＦ３６）。完成治疗后评价２组临床疗效并比较。结果：治疗４周后，１）研究临床总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２组患者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均较治疗前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３）２组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均较治疗前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４）２组患者 Ａｌｂ、
Ｈｂ、ＰＡ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４）２组患者治疗前ＳＦ３６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完成治疗后２组患者ＳＦ３６各维度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且研究评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５）２组患者治
疗过程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加味六君子汤可有效提升慢性肾衰急性加重期
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降低患者血清微炎性反应状态，从而提升患者营养吸收，促进临床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命质量，且

并未增加药物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对此类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慢性肾衰急性加重期；加味六君子汤；营养状况；血液流变学；微炎性反应状态；临床疗效；生命质量；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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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功能衰竭（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ＲＦ）
是多因素造成的慢性进行性肾脏器质性损害，病理

表现为肾脏发生萎缩，而出现毒性代谢产物潴留，

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平衡破坏，严重者甚至出现全

身多系统损害。ＣＲＦ患者病情复杂多变，患者生命
质量较差，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较大的身心负担及

经济负担［１］。要维持患者的肾脏功能需要采取多种

措施也较难根本性改善患者病情，提升生命质量。

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 ＣＲＦ患者中取得较快进展。
分析中医文献对与 ＣＲＦ临床症状相似的相关疾病
的描述，较为接近的中医病名为“虚劳”“溺毒”“癃

闭”“肾风”“肾劳”“溺毒”“关格”等［２］。中医病名

不同可能与不同时代及 ＣＲＦ的不同中医证型存在
的差异有关。中医认为 ＣＲＦ源于肾病迁延不愈或
误诊误治，致脏腑虚弱、系统功能失调，湿、痰、热、瘀

诸邪留久不祛，而内生生毒气，伤及脾、肾，致脾、肾

两虚［３］。外邪侵袭、情志不畅、过度操劳、饮食失宜

而致病情加重。脾主血、肾藏精，脾肾两虚导致患者

血行无力，易感外邪［４］。现代中药药理常将中医的

血行与现代药理实验的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相互参

照，外感与炎性指标互相参照，互相印证。本研究采

用加味六君子汤辅助常规治疗方案治疗 ＣＲＦ急性
加重期患者，观察临床疗效，及对患者血液流变学指

标和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的影响，以期客观了解该治

疗方案的临床价值，探究可能的机制，为临床此类患

者的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收治的慢性肾衰急

性加重期患者１０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就诊顺序
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５３例。２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体质量指
数和中医证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 ２００２年美国制定的
Ｋ／ＤＯＱＩ（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慢性肾脏病临床实践指南中对 ＣＲＦ的诊断标准及
Ⅲ期标准：１）发生肾损害时长≥３个月；２）有肾脏结
构或功能异常表现；内生肌酐清除率（Ｃｃｒ）２０～
１０ｍＬ／ｍｉｎ，血肌酐（Ｓｃｒ）：４４３～７０７μｍｏｌ／Ｌ），有明
显贫血增殖，夜尿频多，水电解质紊乱，轻或中度酸

中毒，水钠潴留，低钙高磷，伴或不伴胃肠道、心血管

及中枢神经症状，确诊为Ⅲ期ＣＲＦ。
１２２　中医诊断及分型标准　确诊为 ＣＲＦ后，由
高年资中医师参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学分会制定

的《慢性肾衰竭诊断、辨证分型及疗效评定标

准》［５］，对患者进行中医诊断及分型。１）脾肾气虚
证：主症：腰膝酸软、倦怠乏力，水肿难消，纳呆腹胀，

次症：畏寒喜暖，夜尿清长，大便稀溏，舌淡紫、脉细

涩沉迟；２）肝肾阴虚证：主症：腰膝酸软、头晕耳鸣，
无心燥热，杀气乏力，次症：咽干口燥，答辩噶街，尿

少色黄，面色暗紫，舌暗淡，脉沉细；３）脾肾阳虚证：
主症：畏寒肢冷，脘冷喜热饮，要写冷天，大便溏泄，

次症：面色无华，发脱齿摇，夜尿频多，舌胖嫩有齿

印，脉沉细。４）气阴两虚证：具备皮肾气虚或肝肾阴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珋ｘ±ｓ，岁）
体质量

（珋ｘ±ｓ，ｋｇ）
ＢＭＩ指数

（珋ｘ±ｓ，ｋｇ／ｍ２）
中医证型（例）

脾肾气虚 肝肾阴虚 脾肾阳虚 气阴两虚 阴阳俱虚

对照组（ｎ＝５３） ３４ １９ ５６３１±７３２ ７１２７±７８５ ２３３２±４２８ ７ ９ １１ １９ ７
观察组（ｎ＝５３） ３６ １７ ５５９１±７３５ ７１４３±７７２ ２３２７±４３１ ８ １０ ９ ２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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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中的主症一项或一证主症一项一证次症２项；５）
阴阳俱虚：在病程日久基础上，同时兼神疲乏力、纳

差少尿、腰膝酸痛、面色无华、头晕目眩中的至少３
项。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 １８～６５岁；２）符合西医
ＣＲＦ诊断标准及中医证候辨证的脾肾气虚证、脾肾
阳虚证、脾肾气阴两虚、肝肾阴虚、阴阳两虚证、湿浊

证、湿热证、血瘀证候诊断标准；３）有明确的急性加
重病因如感染、酸碱失衡、水电解质紊乱，且病因得

到有效控制；４）符合肾功能衰竭期标准；５）符合药
物保守治疗指征；６）信任中医药，无多种药物过敏
史；７）患者了解参加此次研究利弊，愿意配合各项
研究工作，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

疾病者；２）哺乳期或妊娠期妇女。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因自身原因无法完成既
定治疗方案者；２）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
不良反应、并发症和特殊生理变化者；３）中途退
出试验、失访或死亡者；４）未按既定方案参加随
访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进行慢性肾衰常规西
医治疗及急性期病因对症治疗，根据患者营养相关

指标测定结果，指导患者及家属制定饮食营养方案，

明确蛋白摄入量，以低盐优质低蛋白饮食为主；监测

水电解质水平，积极纠正，确保酸碱平衡，纠正贫血、

管控血压、防治感染。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再予以加

味六君子汤治疗，２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４周为１个
疗程。加味六君子汤组方：人参、白术、茯苓各９ｇ，
甘草６ｇ、陈皮３ｇ、半夏４５ｇ、黄芪２０ｇ、山药、当归
各１０ｇ、木香、枳实、草果各５ｇ。辨证加减：脾肾气
虚者加升麻、柴胡各１０ｇ；肝肾阴虚加用枸杞子、山
茱萸、泽泻各１０ｇ，脾肾阳虚加附子５ｇ、干姜、白芍
各１０ｇ；脾肾阳虚加肉桂、麦冬、玉竹各１０ｇ；阴阳俱
虚加用枸杞子、何首乌各１０ｇ。以上方药每日１剂，
水煎，早晚温服，连续治疗８周为１个疗程。每２周
对患者进行随访１次，观察或者临床症状、舌象、脉
象、体征改善情况进行评价并记录，每４周检测１次
肾功能、血尿常规、电解质、超声等。

１７　观察指标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

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微炎性反应状

态指标（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６）、
肿瘤坏死因子ɑ（ＴＮＦɑ）、营养状况（血清白蛋白

（Ａｌｂ）、血红蛋白（Ｈｂ）、前白蛋白（ＰＡ）。完成治疗
后评价２组临床疗效并比较；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
后生命质量评分（ＳＦ３６）。收集２组患者治疗过程
中药物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并比较。
１７１　生命质量评分（ＳＦ３６）　参照中文简化 ＳＦ
３６评定标准，由经过培训的医师对患者治疗前后的
生理功能（ＰＦ）、生理职能（ＲＰ）、躯体疼痛（ＢＰ）、总
体健康（ＣＨ）４个维度进行测评，按照患者对自身各
维度健康状况的感受及实践情况一次赋分１、２、３、
４、５分，得分越高，说明健康水平越差。
１７２　血液流变学指标检测　患者入组未治疗前、
完成治疗后，采集空腹肘静脉血，采用同轴双筒旋转

法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

１７３　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检测　患者入组后治
疗前、完成治疗后，采集空腹静脉血，离心得上层清

液，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７４　营养状况检测　患者治疗前后采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空腹静脉血中血红蛋白

（Ａｌｂ）、（Ｈｂ）、（ＰＡ），采用血糖仪测定空腹血糖。
１７５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收集　治疗过程中指导
患者观察药物不良反应，每月监测 １次血常规、肝
功、肾功，综合判定是否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不良反
应。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南》［６］中对ＣＲＦ的疗效标准，由同一名经验丰富的
中医师对完成治疗的患者进行疗效判断。据治疗前

后临床症状积分变化、Ｃｃｒ、Ｓｃｒ降低程度等判断临床
疗效。显效：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降低≥６０％，且
Ｃｃｒ增加２０％和（或）Ｓｃｒ降低≥２０％：有效：临床症
状积分较治疗前降低≥３０％，且 Ｃｃｒ增加 １０％和
（或）Ｓｃｒ降低≥１０％；稳定：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
降低 ＜３０％，且 Ｃｃｒ增加 １０％和（或）Ｓｃｒ降低 ＜
１０％；无效：临床症状积分无变化或增加，Ｃｃｒ降低，
Ｓｃｒ增加。临床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率 ＋稳定
率。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 χ２检验。计
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本研究所有数
据均符合正态分布，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４周后，研究临
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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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稳定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５３） ７（１３２１） １５（２８３０） １４（２６４２） １７（３２０８） ３６（６７９８）
观察组（ｎ＝５３） １２（２２６４） １９（３５８５） １６（３０１９） ６（１１３２） ４７（８８６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评分变化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对照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４０９±０４９ ３９７±０４５ ４０４±０５１ ４０４±０４７
　治疗后 ３３６±０３８ ３２７±０３７ ３２８±０３８ ３１９±０３４

观察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４１２±０５０ ３９５±０４７ ４０１±０４９ ４０１±０４６
　治疗后 ２８６±０３１△ ２７９±０３３△ ２８９±０３６△ ２７９±０３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评分变化比较　２组
患者治疗前ＳＦ３６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完成治疗后２组患者 ＳＦ３６各维
度及总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且研究评分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２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比较　２组患者
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均较治疗前下

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全血黏度

（ｍＰａｓ）
血浆黏度

（ｍＰａｓ）
红细胞聚集

指数

对照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５８９±０６４ ３０３±０３６ ４７５±０５７
　治疗后 ５１８±０５７ ２１３±０２７ ４０３±０５１

观察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５９２±０６５ ３０１±０３７ ４７１±０５６
　治疗后 ４２９±０４８△ １５８±０２１△ ３４４±０４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变化
比较　２组患者血清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均较治疗前
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微炎性反应状态指标变化
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４１１３±５６３ ６９７±１４８ ４１５３±７１３
　治疗后 ２５３８±４３１ ６５８±１０３ ３４２３±５２６

观察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４１０９±５６１ ７０７±１５１ ４１４９±７０９
　治疗后 １８４９±４０７△ ６１２±０７９△ ２６７４±４５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营养状况指标比较　２组患
者Ａｌｂ、Ｈｂ、ＰＡ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营养状况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ＡＬＢ（ｇ／Ｌ） Ｈｂ（ｇ／Ｌ） ＰＡ（ｍｇ／Ｌ）

对照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２４９５±７７３ ７１３６±１００９ １２１５５±１０２２
　治疗后 ２７８３±５３１ ７５２１±１１６５ １８５２３±１５１５

观察组（ｎ＝５３）
　治疗前 ２５０７±７７５ ７１５０±１０１３ １２０５３±１０２１
　治疗后 ３４０２±４８９△ ８５４３±１２１３△ ２４７０１±１７１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过程药物不良
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７。

表７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率比较［例（％）］

组别 大便稀溏 大便次数增加 转氨酶升高 不良反应率

对照组（ｎ＝５３）２（３７７）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９） ４（７５４）
观察组（ｎ＝５３）１（１８９） ２（３７７） ０（０００） ３（５６６）

３　讨论
ＣＲＦ患者发生肾实质损害，高血压、高靴子、高

凝状态、高蛋白饮食、蛋白尿、感染、药物性肾损害、

酸中毒、脱水、心力衰竭等诸多因素均可导致患者病

情加剧，使肾功能呈进行性恶化［７８］。ＣＲＦ患者生
命质量差，如高血压，高血脂，高凝状态，高蛋白质饮

食摄入，大量蛋白尿等。因此，ＣＲＦ的治疗需要对
多器官、系统进行调理，需要兼顾多系统器官的平

衡。一年春目前 ＣＲＦ的治疗基本原则为个性化的
综合治疗手段，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延缓病情进展，

提升患者生命质量。近年来中医在治疗危重复杂疾

病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９］。可能源于中医对疾病

认知的整体观和系统论。

中医对ＣＲＦ的认知记载始于《黄帝内经·灵
枢·终始篇第九》，“人迎四盛，且大且数，名曰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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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溢阳为外格。脉口四盛，且大且数者，名曰溢阴，

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人迎与太阴脉口俱

盛四倍以上，命曰关格。关格者与之短期”［１０］。《证

治汇补》中李中梓有“既关且格，必小便不通，旦夕

之间，陡增呕恶，此因浊邪壅塞三焦，正气不得升降，

所以关应下而小便闭，格应上而呕吐”［１１１２］。中医

认为ＣＲＦ病机复杂，多脏腑同时致病，虚实相间，虚
本邪实。本虚以肺、脾、肾为主，邪以痰、湿、浊、瘀等

为实。致患者出现肝脾不升；肺胃不降；中气下陷，

有降无升；心肾不交，水火失济等证候，产生痰、湿、

浊、瘀、毒、等病理产物［１３］。中医辨证论治，调理脏

腑升降秩序，恢复阴阳平衡，虚实得宜。中医药在治

疗ＣＲＦ患者方面，颇有建树［１４］。加味六君子汤源

自于六君子汤，近年来，在治疗疑难危重复杂疾病中

应该较广。本研究观察加味六君子汤治疗 ＣＲＦ患
者，观察其对患者血液流变学和微炎性反应状态的

影响，分析其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命质量的改善效

果，以期探讨其在该类患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结果显示，较之于单纯采用西医综合治疗方案，

加用加味六君子汤治疗的ＣＲＦ患者，其有效提升了
患者临床疗效率，促进患者凝血功能提升，改善患者

微炎性反应状态，提升患者营养状况，这些都是英雄

患者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上述因素得到控制后，可

改善患者病情或减缓疾病发展，促进患者生命质量

的提升。且增加加味六君子汤治疗，并未增加患者

药物不良反应率。六君子汤出自《医学正传》，是健

脾益气经典方。后世医家在此方基础上，依据病情

增加药味治疗相关疾病，取得较好临床效果。因此，

加味六君子汤临床研究较多。方中人参大补元气为

君药，白术苦温燥湿，陈皮理气化痰，半夏燥湿化痰，

黄芪补气要药，木香、枳实行气，草果健脾开胃、利水

消肿，诸药健脾补气共为丞，茯苓、山药甘淡，渗水利

湿，当归理气活血为佐，甘草和中为使。诸药合用达

到气足脾胃运化强健，饮食倍进的目的，增强患者营

养吸收，通畅气血精液运化，提升机体活力。

综上所述，加味六君子汤可有效提升慢性肾衰

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降低患者血清微

炎性反应状态，从而提升患者营养吸收，提升患者生

命质量状况，促进临床治疗效果，且并未增加药物不

良反应／不良反应，对此类患者具有较高的临床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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