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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温阳利水方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疗效观察及对患者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ＨＩＦ１α）、Ｎ脑钠肽前体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平影响研究。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昆山市中医医院
收治的慢性肺心病患者９４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４７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温阳利水方治疗。２组患者疗程均为２周。比较２组患者治疗疗效，治疗前后主要症状评分、
肺功能、血气分析及血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变化。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３６２％）高于
对照组（７４４７％）（Ｐ＜００５）；咳嗽、咳痰和气喘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ｔ＝１８２１７、２３７９３、２７６３５，Ｐ＜００５）。观察组
ＦＥＶ１和ＦＥＶ１／ＦＶＣ高于对照组（ｔ＝１０１９１、６９７７，Ｐ＜００５）；ＰａＯ２高于对照组而 ＰａＣＯ２低于对照组（ｔ＝７０２０、１４２２１，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血浆 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低于对照组（ｔ＝４３１３１、３２３０２、１９９３０、
１８０９７，Ｐ＜００５）。结论：温阳利水方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疗效显著，可降低患者血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
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温阳利水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疗效；血气分析；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Ｎ脑钠肽前体；血尿酸；超敏Ｃ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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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慢性肺心病，其发病率
呈不断上升趋势，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一种常见病和

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生命质量，且会增加患者经济

负担［１２］。因此，采取有效的关于慢性肺心病的临床

·１２８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９年７月第１４卷第７期



治疗方法尤为重要。目前，西医治疗慢性肺心病主

要采用对症治疗，但近远期疗效欠佳［３］。随着中医

药近年来应用于慢性肺心病的治疗，能够明显缓解

患者症状、体征，且能够取得良好临床疗效［４６］。故

而，本文研究探讨温阳利水方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患者疗效观察及对患者缺氧诱导因子１α（ＨＩＦ１α）、
Ｎ脑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超敏Ｃ反应蛋
白（ｈｓＣＲＰ）水平影响，旨在为临床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
昆山市中医医院收治的慢性肺心病患者９４例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４７例。对照组中男３０例，女１７例；年龄５０～
７７岁，平均年龄（６３０６±３９８）岁；病程４～１５年，
平均病程（１０５６±２７１）年。观察组中男２９例，女
１８例，年龄５１～７９岁，平均年龄（６２３５±４２１）岁，
病程３～１６年，平均病程（１１３２±２４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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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依据《内科学》［７］

中相关诊断标准。中医诊断标准［８］：主症为气喘、气

短、心悸、畏寒肢冷、尿少肢肿，次症为倦怠乏力、自

汗、胸闷、面色苍白、腰酸、舌淡胖、苔白滑、脉沉细

无力。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慢性肺心病西医和中医诊
断标准者；２）患者年龄≥５０岁；３）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伦理审批号：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４）签订知情同意
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肺、肾、肝功能严重异常者；
２）心肌病、冠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等其他心脏疾病
者；３）精神疾病者；４）新进出现心肌梗死及未控制好
的严重心律失常者；５）过敏体质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由于患者自身原因无法
参与，中途退出者；２）临床试验中发生其他严重疾
病，患者不适宜继续接受本临床试验者；３）未按照医
嘱用药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包括控制性
氧疗（吸氧１５～３Ｌ／ｍｉｎ）、支气管扩张剂联合糖皮
质激素、祛痰药及利尿剂等。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结合温阳利水方治疗，由党参１０ｇ、生黄芪３０ｇ、
汉防己 １０ｇ、制附子片 １０ｇ、葶苈子 １５ｇ、桑白皮
１５ｇ、莪术１０ｇ、赤芍１０ｇ组成（中药饮片由昆山市
中医医院中药房提供），取上述诸药，水煎，取煎汁

３００ｍＬ，１５０ｍＬ／次，分早晚２次服用。２组患者疗

程均为２周。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观察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
状（咳嗽、咳痰和气喘）评分变化，按照病情严重程

度评分为０～３分，评分越高症状越重；２）观察２组
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包括１ｓ用力呼气容积
（ＦＥＶ１）占预计值和 ＦＥＶ１／用力肺活量（ＦＶＣ），采用
德国耶格公司 Ｍａ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肺功能测定仪（型号：
Ｍａｓ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ＰＦＴＳｙｓｔｅｍ）；３）观察２组患者治疗前
后血气分析指标变化，包括血氧分压（ＰａＯ２）和二氧
化碳分压（ＰａＣＯ２），采用美国ＩＬ公司 ＧＭ３０００血气
分析仪（型号：ＧＥＭ３０００）测定；４）观察２组患者治
疗前后血浆 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 ｈｓＣＲＰ
水平变化，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外周静脉血３ｍＬ，
以离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时间
１０～１２ｍｉｎ，分离血浆标本，置于 －７０℃下保存待
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采用ＨＩＦ１α含量，采
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采用免疫比浊法
测定ｈｓＣＲＰ含量，采用尿酶法测定血尿酸含量。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１）显效：患者主要症状咳嗽、
咳痰和气喘等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且患者临床体

征肺部干湿性罗音消失或明显减少；２）有效：患者主
要症状咳嗽、咳痰和气喘等症状好转，且患者临床体

征肺部干湿性罗音好转；３）无效：患者主要症状咳
嗽、咳痰和气喘等症状及临床体征肺部干湿性罗音

无改善。总有效率＝（显效患者 ＋有效患者）／总患
者×１００％［８］。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其中对于正态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对于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χ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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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
效率（９３６２％）高于对照组（７４４７％），２组患者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４７）１１（２３４０）２４（５１０６）１２（２５５３） ３５（７４４７）
对照组（ｎ＝４７）１８（３８３０）２６（５５３２） ３（６３８） ４４（９３６２）

χ２值 ６４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评分比较　２组患
者治疗后咳嗽、咳痰和气喘评分降低（观察组 ｔ＝
１４１０３、１３６４１、１５７５０，对照组 ｔ＝２２８９２、２７１１５、

·２２８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ｙ．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７



２７２５４，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咳嗽、咳痰和气喘
评分低于对照组（ｔ＝１８２１７、２３７９３、２７６３５，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主要症状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咳嗽 咳痰 气喘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１９２±０４２ １７６±０４０ １７２±０３５
　治疗后 ０９８±０１８ ０９１±０１５ ０８７±０１２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１８９±０４３ １７４±０３５ １６９±０３４
　治疗后 ０３９±０１３△ ０３２±００８△ ０３１±００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２组
患者治疗后 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ＦＶＣ升高（观察组 ｔ＝
８５１２、８８３４，对照组ｔ＝１９７１１、１４６７０，Ｐ＜００５）；
观察组治疗后 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ＦＶＣ高于对照组（ｔ＝
１０１９１、６９７７，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Ｖ１ ＦＥＶ１／ＦＶＣ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６２０１±２４７ ５５８９±３１５
　治疗后 ６６７３±２８９ ６２３１±３８６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６１３２±２４１ ５６４２±３２４
　治疗后 ７３４２±３４５△ ６８３９±４５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变化比较　２
组患者治疗后 ＰａＯ２升高而 ＰａＣＯ２降低（观察组 ｔ＝
５５２４、１０８１５，对照组 ｔ＝１１２３０、２２９３４，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ＰａＯ２高于对照组而 ＰａＣＯ２低
于对照组（ｔ＝７０２０、１４２２１，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
尿酸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变化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后血
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降低
（观察组ｔ＝２２６３９、７４７１８、５６６４６、２２１４６，对照组
ｔ＝３６５７８、８１１７１、５７１０８、３０５３５，Ｐ＜００５）；观察
组治疗后血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ｈｓＣＲＰ

水平低于对照组 （ｔ＝４３１３１、３２３０２、１９９３０、
１８０９７，Ｐ＜００５）。见表５。
３　讨论

中医学认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属“肺胀”“心

悸”“水肿”“喘证”等范畴，主要由内因和外因合而

为病。其内因以痰浊、水饮、瘀血为患，外因乃感受

外邪［８９］。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病位主要在肺、心，与

脾相关，久则及肾。中医理论认为，外邪侵扰为慢性

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和反复发作的诱因，水饮、瘀

血、痰浊为其重要致病因素，阳气虚衰是其病机。因

此，临床上应以温阳利水、化痰活血为治疗法则。本

文研究采用温阳利水方治疗，党参具有补中益气、健

脾益肺功效，生黄芪具有补气升阳、利尿、固表止汗

功效，汉防己具有利水消肿、清热除湿功效，制附片

具有暖脾、温肾、壮元阳消阴气功效，葶苈子具有活

血利水功效，桑白皮具有泻肺平喘、行水消肿功效，

莪术具有行气破血、消积止痛功效，赤芍具有清热凉

血、活血祛瘀功效。纵观全方可奏温阳利水、化痰活

血功效。本文研究表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治疗后咳嗽、咳痰和气喘评分低于对照组，治疗

后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ＦＶＣ高于对照组，治疗后 ＰａＯ２高
于对照组而 ＰａＣＯ２低于对照组，说明温阳利水方可
提高疗效，改善患者主要症状、肺功能和血气分析。

在慢性肺心病患者中，由于患者存在慢性缺氧，

ＨＩＦ１α表达显著上升，且主要通过对多种目标基因
的调控，故而与慢性肺心病缺氧性肺功能高压形成

关系紧密［１０］。ＢＮＰ广泛存在于脑、肺脏等组织，主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变化比较（珋ｘ±ｓ，ｋＰａ）

组别 ＰａＯ２ ＰａＣＯ２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７３９±０９８ ８８７±０６８
　治疗后 ８４３±０８４ ７５１±０５３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７４８±１０４ ８９５±０７４
　治疗后 ９５９±０７６△ ６１２±０４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ＨＩＦ１α（ｐｇ／ｍ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ｎｇ／Ｌ） 血尿酸（μｍｏｌ／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１１４３４２±１７４２１ １８９５２１±１４１３１ ３４２１４±２７８４ ２７４１±３６５
　治疗后 ５５２１９±４１３２ ３０９８３±３４５２ ８７４２±１３２４ １４３２±１７６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１１５６８２±１６５３２ １９１３１２±１４９８９ ３４５１２±３５４１ ２７８９±４１３
　治疗后 ２６９８３±１７５２△ １２４３１±１８９４△ ４１３０±８４７△ ８９１±１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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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３２个氨基酸组成的一种血管活性肽，其在心
脏系统表达水平最高［１１１２］。当出现心脏压力负荷

过重和舒张末期的容积升高时，引起心室壁肌张力

升高，进一步促进心室肌合成且分泌、释放［１３１４］。

有研究报道显示，慢性肺心病患者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明显升高［１５］。尿酸是嘌呤分解代谢的一种最

终产物，主要是由体内合成嘌呤类物质经黄嘌呤和

次黄嘌呤类分解而成。尿酸生成后７０％左右经肾
脏排出，且排出量与膳食中嘌呤成分及蛋白质相关。

有研究报道显示，慢性肺心病血尿酸水平明显升

高［１６］。超敏Ｃ反应蛋白主要是由肝脏细胞合成的
急性时相蛋白，通常用作反映感染的严重程度，对预

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预后和诊疗具有一定的临

床价值［１７１８］。本文研究表明，观察组治疗后血浆

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低于对
照组，说明温阳利水方可降低血浆 ＨＩＦ１α、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血尿酸和ｈｓＣＲＰ水平。

综上所述，温阳利水方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患者疗效显著，可降低患者血浆 ＨＩＦ１α、ＮＴｐｒｏＢ
ＮＰ、血尿酸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值得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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