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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中麻黄与石膏不同剂量配比

对治疗肺热喘咳证的临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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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麻杏石甘汤中麻黄与石膏不同剂量配比对治疗肺热喘咳证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８
年６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收治的具有肺热喘咳证的肺炎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Ａ、Ｂ、Ｃ３组，每组４０例。３组患者均给予麻黄与石膏不同剂量配比的麻杏石甘汤治疗，Ａ组：麻黄：石膏 ＝１：３，Ｂ组：麻
黄：石膏＝１：５，Ｃ组：麻黄：石膏＝３：８，３组均连续治疗１个月。比较３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
肺功能和ＥＯＳ计数、ＣＲＰ水平变化。结果：治疗后 Ｂ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Ａ组和 Ｃ组（Ｐ＜００５）。治疗后 Ｂ组患者咳
嗽、咳痰、气喘症状及肺部罗音消失时间均明显早于Ａ、Ｃ２组（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３组患者ＦＥＶ１、ＦＶＣ及
ＰＥｍａｘ均明显增加，且Ｂ组明显大于Ａ、Ｃ２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３组患者外周血 ＥＯＳ计数及
血清ＣＲＰ水平均明显降低，且Ｂ组明显低于Ａ、Ｃ２组（Ｐ＜００１）。结论：麻杏石甘汤中麻黄：石膏为１：５的配比可更明显
地改善肺热喘咳证肺炎患者临床症状，降低炎性反应状态，改善肺通气功能，提高治疗效果，建议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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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热喘咳是呼吸系统疾病中常见证候，多见于
急性肺炎、肺心病合并感染及急性支气管炎等急性

肺部感染性疾病［１２］。主要因外感风热病邪引起，肺

气闭郁是其主要病理机制，风热之邪不解，水液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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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灼津或留滞肺络均可为痰，痰随气逆，气逆引

动痰涎上壅，痰壅气道，加重肺主气司呼吸功能，如

此形成恶性循环［３］。因肺气闭郁，血流不畅，故患者

可表现为口唇发绀、面色苍白症状，若热邪炽盛内迫

心营可出现抽搐惊厥等严重症状，治疗应以宣肺化

痰、清热解毒、平喘通络为原则［４５］。我院采用麻杏

石甘汤治疗肺热喘咳证显示出较好的临床效果，但

却发现麻黄与石膏不同剂量配比可对临床治疗效果

产生不同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收治的具有肺热喘咳证的

肺炎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 Ａ、Ｂ、Ｃ３组，每组４０例。Ａ组中男２３
例，女１７例；年龄１９～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５３±４２）
岁；病程１５～１２３年，平均病程（５４±２５）年。Ｂ
组中男２０例，女 ２０例；年龄 ２１～４６岁，平均年龄
（３６１±３８）岁；病程 １１～１３４年，平均病程
（５６±２２）年。Ｃ组中男１９例，女２１例；年龄１８～
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５７±４８）岁；病程 １７～１１７
年，平均病程（５３±２１）年。３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１２　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符合《实用中医内科
学》［６］中相关诊断标准，且辨证属肺热喘咳证者：发

热烦躁，气急鼻煽，咳嗽喘促，胸闷胀满，喉间痰鸣，

泛吐痰涎，面赤口渴，口唇发绀，舌质红，苔黄，脉象

弦滑。

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１８～５０岁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辨证分型不明者；合并有肺部其他
严重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肺癌者；合并有严

重心、脑血管疾病者；妊娠或哺乳期女性；过敏性体

质或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等。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临床资料不全者；中途因各
种原因退出本次研究者；中途因各种原因改变治疗

方案者；擅自增减治疗药物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３组患者均给予麻黄与石膏不同
剂量配比的麻杏石甘汤治疗，Ａ组：麻黄 ５ｇ、石膏
１５ｇ、杏仁９ｇ、炙甘草６ｇ（麻黄：石膏＝１∶３）；Ｂ组：
麻黄５ｇ、石膏 ２５ｇ、杏仁 ９ｇ、炙甘草 ６ｇ（麻黄：
石膏＝１∶５）；Ｃ组：麻黄６ｇ、石膏１６ｇ、杏仁９ｇ、炙
甘草６ｇ（麻黄：石膏＝３∶８）。水煎服，２００ｍＬ／次，每
日１剂，分早晚２次温服，３组均连续治疗１个月。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比较３组治疗后临床疗效。２）
比较３组患者治疗后咳嗽、咳痰、气喘症状及肺部罗
音消失时间，若有反复，以最后消失时间计。３）采用
肺功能检测仪检测并比较３组患者治疗前后第１秒
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用力肺活量（ＦＶＣ）及最大呼
气压（ＰＥｍａｘ）等肺功能变化。４）分别采集３组患者
治疗前后空腹静脉血５ｍＬ置于未经抗凝处理的 Ｅｐ
管中，分为２份，１份采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检
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ＥＯＳ）计数，另１份待其自
行凝固后，经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 Ｃ反应
蛋白（ＣＲＰ）水平。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中医内科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７］评估 ３组治疗后临床疗效，痊愈：咳嗽、咳
痰、气喘及肺部罗音等症状、体征完全消失，肺部胸

片显示片状阴影完全消失。有效：咳嗽次数明显减

少，咳痰、气喘症状几乎消失，双肺可闻及少量干湿

罗音，胸片示片状阴影明显吸收。无效：上述症状、

体征均无明显变化，肺部胸片示片状阴影亦无明显

改善。总有效率 ＝（痊愈 ＋有效）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做数据统计，计
数资料以％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
表示，２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 Ｆ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后３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Ａ组痊愈
１５例，有效１８例，无效７例，总有效率为８２５０％；Ｂ
组分别为２５例、１４例和１例，总有效率为９７５０％；
Ｃ组分别为 １７例、１５例和 ８例，总有效率为
８０００％；Ｂ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Ａ组和 Ｃ组（Ｐ＜
００５）。
２２　３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治
疗后Ｂ组患者咳嗽、咳痰、气喘症状及肺部罗音消失
时间均明显早于 Ａ、Ｃ２组，３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　与治疗前比
较，治疗后３组患者ＦＥＶ１、ＦＶＣ及ＰＥｍａｘ均明显增加，
且Ｂ组明显大于Ａ、Ｃ２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
见表２。
２４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ＥＯＳ计数及血清
ＣＲＰ水平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３组患者外
周血ＥＯＳ计数及血清ＣＲＰ水平均明显降低，且Ｂ组
明显低于Ａ、Ｃ２组（Ｐ＜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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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咳嗽 咳痰 气喘 肺部罗音

Ａ组（ｎ＝４０） ２８７±０７３ ２４４±０４９ ２５１±０５１ ３９８±０８７
Ｂ组（ｎ＝４０） ２３４±０８５△ ２１６±０５６△ ２８７±０９４△ ３１３±０５４△

Ｃ组（ｎ＝４０） ３０１±０５７ ２３３±０３５ ２９５±０８９ ３６８±０７５
Ｆ值 ９４８４ ３５３１ ３４０５ １３８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

　　注：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Ｖ１（Ｌ） ＦＶＣ（Ｌ） ＰＥｍａｘ（％）

Ａ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０±０３２ １３４±０２６ ３０３０±２８７
　治疗后 ０９８±０４２ １６７±０３４ ４１４９±３２４

Ｂ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１±０２８ １３７±０３１ ２９８７±２６６
　治疗后 １３７±０３３△△▲▲ １８９±０４４△△▲ ４８５７±３１７△△▲▲

Ｃ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２±０３８ １３５±０２８ ３０２２±３０４
　治疗后 １１３±０４１ １７±０４１ ４０４５±３２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３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ＥＯＳ计数
　　及血清ＣＲ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ＥＯＳ计数（×１０９个／Ｌ） ＣＲＰ（ｍｇ／Ｌ）

Ａ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８±０１４ ２０８３±２４３
　治疗后 ０５４±０１０ ５３７±１５８

Ｂ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４±０１５ ２１１８±２７４
　治疗后 ０４１±０１４△△▲▲ ２３３±０３４△△▲▲

Ｃ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０８７±０１６ ２０９５±２６３
　治疗后 ０５５±０１３ ６３１±０４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 Ａ组比较，△△Ｐ＜００１；与 Ｃ

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肺炎属中医“咳喘”“喘病”范畴，多因脏气亏

虚，水湿内聚，痰气互结，加之外邪入侵，外邪经口或

皮毛而入，侵犯肺卫，肺失宣肃，肺气郁闭，降失司，

闭郁不宣，清肃之令不行，炼液成痰，滞留于气道，以

至出现咳喘痰鸣、咳嗽气促、咯痰不爽、鼻煽、胸闷等

肺热喘咳证［８９］。麻杏石甘汤仍是目前治疗肺炎喘

咳的有效方剂之一［１０１１］。

麻杏石甘汤最早出自《伤寒论》，书中记载“发

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予麻

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杏石甘汤由麻黄、石膏、杏

仁、甘草４味中药组成，方中麻黄辛温，开腠解表，可
散邪，开宣肺气，可平喘；此方中麻黄不是为了解表，

而是借用麻黄的透发和宣肺功能助石膏清里热、降

肺气，以达到平喘的效果；石膏辛甘大寒，辛散解肌，

可透邪，清泄肺热，可生津。麻黄辛温，石膏辛寒，麻

黄宣肺为主，石膏清肺为主，且可透邪于外，石膏得

麻黄，清解肺热却不凉遏，麻黄得石膏，宣肺平喘但

不助热，２者共为君药［１２］；杏仁味苦，降利肺气，平

喘止咳，配伍麻黄宣降，配伍石膏清肃协同，为臣药；

炙甘草配伍石膏可生津止渴，调和寒温宣降，又能益

气和中，为佐使药；全方共用，宣肺降气，以宣为主，

解表清肺，以清为主，即可辛凉疏表、又可清肺平喘，

通常用于治疗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炎等

辨证属肺热喘咳证，如咳逆气急、身热不解、喘、口渴

等，而喘咳是本方的主症［１３１６］。麻黄与石膏是麻杏

石甘汤治疗肺热喘咳的主要结构，《伤寒论》中麻黄

与石膏比例为１∶２，而实际临床应用中常增大石膏
剂量，如麻黄与石膏比例为１∶５、１∶３、３∶８等，因为石
膏是矿物药，主要有效成分不易煎出，原方中１∶２清
热能力并不强，增大石膏剂量，将石膏倍用于麻黄旨

在增强清热效果，同时也可制约麻黄的温性［１７１８］。

ＥＯＳ是重要的炎性细胞之一，也是肺炎起到炎性反
应的主要效应细胞，激活的ＥＯＳ可释放白三烯等有
害物质，在肺炎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９］。

ＣＲＰ由肝脏合成分泌，是与肺部疾病密切相关的炎
性因子，正常人血清中含量极低，当机体处于炎性反

应时ＣＲＰ水平迅速升高，是最敏感的炎性反应指标
之一。ＣＲＰ水平与患者气道炎性反应程度及肺部
气流受阻程度均有关，气流受限越严重，ＣＲ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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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２０］。本研究主要探讨麻黄与石膏不同剂量配

比对肺热喘咳证肺炎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治疗后

Ｂ组患者咳嗽、咳痰等症状消失时间均明显早于 Ａ、
Ｃ２组，Ｂ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Ａ、Ｃ２组；与治疗前
比较，治疗后３组患者 ＦＥＶ１、ＦＶＣ及 ＰＥｍａｘ均明显增
加，且Ｂ组明显大于 Ａ、Ｃ２组；治疗后３组患者外
周血ＥＯＳ计数及血清 ＣＲＰ水平均明显降低，且 Ｂ
组明显低于 Ａ、Ｃ２组。提示麻杏石甘汤中麻黄：石
膏为１∶５的配比可更明显地改善肺热喘咳证肺炎患
者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降低机体炎性反应状态，

改善患者肺通气功能，提高整体治疗效果，具有一定

的临床应用价值，建议临床推广使用。

综上所述，麻杏石甘汤中麻黄：石膏为１∶５的配
比可更明显地改善肺热喘咳证肺炎患者临床症状，

降低炎性反应状态，改善肺通气功能，提高治疗效

果，建议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１］袁媛，阎妍．ＩＣＵ坠积性肺炎患者经口咽通气道声门下吸痰的疗
效观察［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４）：３５５３５７．

［２］张秀英，胡玲，赵国华，等．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儿童支气管肺
炎的临床观察［Ｊ］．中草药，２０１６，４７（１１）：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３］李春生，李兆合．高龄肺炎中医药治疗规律探讨［Ｊ］．世界中西医
结合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１）：１３０１３３．

［４］申琳，潘丽，廖绪强，等．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小儿急性咽气管
炎（感冒风热夹痰证）的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Ｊ］．中草药，２０１６，
４７（１２）：２１４２２１４６．

［５］李秀琼，李国华，罗敏，等．小儿支原体肺炎中西医结合治疗体会
［Ｊ］．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１３）：４３４４．

［６］王永炎，严世芸．实用中医内科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９：１８１１８２．

［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内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试行）［Ｊ］．湖

北中医杂志，２００２，２４（４）：３．
［８］张赛，程燕．中医诊疗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概况［Ｊ］．中医药学
报，２０１６，４４（１）：７３７６．

［９］黎石放，谢杨春，李莉．中医内外合治小儿肺炎喘嗽痰热闭肺证
４３例疗效观察［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６，８（１０）：５３５４．

［１０］ＣｈｅｎＬＰ，ＣａｉＹＭ，ＬｉＪＳ．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ｆａｍｏｕｓｖｅｔｅｒａｎ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ｏｃｔｏｒ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Ｊ］．ＣｈｉｎＪＴＣＭ，２０１７，４２（８）：
１６０９１６１６．

［１１］高佩芳，来益敏．麻杏石甘汤治疗常见肺系疾病［Ｊ］．河南中医，
２０１４，３４（２）：２１３２１４．

［１２］ＦｅｎＭｅｉ，ＸｕｅｆｅｎｇＸｉｎｇ，Ｑｉｎｇｆａ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ｐｙｒｅｔｉｃａｎｄａｎｔｉ
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ｐａｉｒｓ，Ｅｐｈｅｄｒａａｎｄ
Ｇｙｐｓｕｍ［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ｔｅｇｒＭｅｄ，２０１６，２２（６）：４４５４５０．

［１３］黄晓洁，魏刚，张龙，等．麻杏石甘汤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研
究进展［Ｊ］．广东药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１１０１１４．

［１４］胡元辉．基于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疗效、不良反应及量
效分析［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６，８（２０）：８９８９．

［１５］赵彩霞．中药麻杏石甘汤治疗小儿肺炎的方药组成、功效及安
全性评价［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连续型电子期刊），２０１５，３
（５）：８２８３．

［１６］杨淑慧，蔡永敏．基于名老中医医案探讨麻杏石甘汤的证治规
律［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６）：７４６７５０．

［１７］崔艳茹，屈飞，徐镜，等．配伍剂量变化对麻杏石甘汤解热作用
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６）：１２２１２６．

［１８］李冰涛，徐国良，张启云，等．基于代谢物组麻杏石甘汤止喘量
效关系的实验研究［Ｊ］．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２０１４，２５（６）：７１７
７２０．

［１９］王法霞，赖克方，陈如冲，等．哮喘患者吸入表面激素减量后哮
喘症状变化与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比例的关系［Ｊ］．中华肺部
疾病杂志（连续型电子期刊），２０１４，７（５）：９１２．

［２０］沈海广，唐远平，黄东平，等．化痰清热方联合盐酸氨溴索对小
儿肺炎ＣＲＰ、ＩＬ１８水平及免疫功能的影响［Ｊ］．中国临床研究，
２０１６，２９（１１）：１５３４１５３６．

（２０１９－０２－２６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５２７页）
［８］钱泽全．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８０例［Ｊ］．浙江中医
杂志，２０１５，５０（５）：３７５．

［９］张，郑宏，马丙祥，等．六味地黄丸对多发性抽动症模型大鼠行
为及脑多巴胺水平的影响［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６）：９８１９８４．

［１０］高汉媛，王维红，李小芹，等．菖蒲郁金汤对多发性抽动症模型
大鼠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７，３３
（３）：１３５１３８．

［１１］杨传楹．羚羊角胶囊联合硫必利治疗儿童多发性抽动症的临床
研究［Ｊ］．现代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８，３３（５）：１２０７１２１１．

［１２］于文静，白雪，张雯，等．健脾止动汤对多发性抽动症患儿神经
递质的影响［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５）：１７５７１７６１．

［１３］姚阳，刘坤，杨宇，等．异钩藤碱对多发性抽动症模型大鼠头部
抽动行为与脑内单胺递质水平的影响［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
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９３３．

［１４］王雅璇．健脾止动汤对 ＴＳ模型大鼠纹状体 ＥＡＡＴ＿２表达的影
响［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６．

［１５］ＫａｐｏｏｒＡ，Ｐｅｔ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Ｓ，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ＳＧ．Ｆ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ｏｆｈｙｐｏ

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ｄｒｅｎａｌ（ＨＰＡ）ａｘ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ｙ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ｓ［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Ｒｅｖ，２００８，５７（２）：５８６５９５．

［１６］ＣｏｒｂｅｔｔＢＡ，ＭｅｎｄｏｚａＳＰ，ＢａｙｍＣＬ，ｅ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ｒｔｉｓｏｌｒｈｙｔｈ
ｍ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ｉｔｙ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３（６）：８１０８２０．

［１７］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ＰＪ，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Ａ，ＥｄｗａｒｄｓＭＪ，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
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ＢｉｏｂｅｈａｖＲｅｖ，２０１３，３７（６）：１０４０１０４９．

［１８］ＢｕｓｅＪ，ＫｉｒｓｃｈｂａｕｍＣ，ＬｅｃｋｍａｎＪ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ＢｅｈａｖＭｏｄｉｆ，２０１４，３８（２）：１８４２１６．

［１９］王道涵，王素梅，赵荣华，等．多发性抽动症大鼠皮质及纹状体
强啡肽表达特点及健脾止动汤干预作用［Ｊ］．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２０１７，４０（３）：１８８１９２．

［２０］丁一芸．健脾止动汤对脾虚肝旺型 ＴＳ共患 ＡＤＨＤ的临床研究
［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

［２１］张雯，王素梅，王道涵，等．健脾止动汤对多发性抽动症模型小
鼠抽动行为及纹状体内氨基酸递质的影响［Ｊ］．中华行为医学
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８）：７００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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