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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覆理血汤改善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
老年抑郁患者的疗效观察

汪颖珏　蒋毋右　陈　烨　高书荣　赵嘉晶　岳瑶函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上海，２０００６０）

摘要　目的：观察旋覆理血汤治疗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老年抑郁患者的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收治的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老年抑郁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信封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采用基础糖尿病治疗联合丙咪嗪治疗４周，观察组采用基础糖尿病治疗联合旋覆理血汤治疗
４周。比较２组疗效、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中医症候积分、血糖指标、生命质量和不良反应差异。结果：观察组治疗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ＳＤＳ评分、中医症候积分、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水平、糖尿病患者生命质
量特异性量表（ＤＳＱＬ）总分、不良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空腹血糖（ＦＰ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Ｇ）水平与对照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旋覆理血汤可显著改善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老年抑郁患者抑郁状态和临床症状，
并有助于稳定血糖，提高生命质量。

关键词　旋覆理血汤；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抑郁；老年人；胰岛素抵抗；生命质量；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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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是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疾
病，国外糖尿患者群抑郁症发病率在３０％以上［１２］，

我国相关报道显示其发病率约２６％～４０％［３５］。糖

尿病患者发生抑郁的原因与糖尿病病程长、治疗费

用高、并发症众多等多种因素有关。然而目前临床

被发现并得到有效治疗的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尚不

足１／３［６７］，糖尿病与抑郁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若长期得不到重视和治疗则不利于患者预后。因

此，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

对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病情和提高其生命质量至关重

要。中医药在治疗抑郁症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本

研究采用自拟方剂旋覆理血汤治疗２型糖尿病脾虚
气郁型抑郁症患者取得满意效果，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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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收治的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
型老年抑郁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信封法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中男２２
例，女 １８例，年龄 ６１～７４岁，平均年龄（６７９３±
５６８）岁，糖尿病病程９～１７年，平均病程（１０５７±
５１９）年，抑郁症病程 １～４年，平均病程（２５０±
１４９）年，轻度抑郁７例，中度抑郁２３例，重度抑郁
１０例。观察组中男２３例，女１７例，年龄６２～７５岁，
平均年龄（６８１１±５０９）岁，糖尿病病程８～１５年，
平均病程（１０２５±４５７）年，抑郁症病程１～５年，平
均病程（２３１±１６５）年，轻度抑郁６例，中度抑郁
２５例，重度抑郁９例。２组患者年龄、性别、糖尿病
病程、抑郁症病程，抑郁程度比较均衡性良好，具有

可比性（Ｐ＞００５）。本研究涉及所有患者均知情同
意本研究，并签署同意书，本研究经上海市普陀区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伦理审批号：

２０１６００７）。
１２　诊断标准　１）糖尿病诊断标准：按照１９９９年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多
尿、多饮、不明原因体质量下降糖尿病临床症状，任

意时间血糖≥１１０ｍｍｏｌ／Ｌ或空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
Ｌ或糖耐量试验２ｈ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２）抑郁症
诊断标准：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８］

制定标准，结合Ｚｕｎｇ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９］评分确诊，ＳＤＳ标准分≥５０分
为抑郁，５０～５９分为轻度抑郁状态，６０～６９分为中
度抑郁状态，７０分以上为重度抑郁状态。３）辨证标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制定脾虚气郁型症候标

准。主症：胃脘或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呆，便溏不

爽。次症：情绪抑郁或急躁易怒，善太息，肠鸣矢气，

腹痛即泻，泻后痛减。舌脉：舌苔白或腻，脉弦或细。

凡符合证型中３项主证（胃脘或胁肋胀痛必备）或２
项主证（胃脘或胁肋胀痛必备）２项次证者，即辨为
该证。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糖尿病、抑郁症诊断标准，
中医证型为脾虚气郁型；２）近７ｄ内未使用其他抗
抑郁药，１４ｄ内未使用单胺氧化酶制剂；３）ＳＤＳ标准
分≥５０分；４）年龄＞６０岁；５）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恶性肿瘤；２）既往精神病史；３）
近两月内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４）妊娠或哺乳期妇

女；５）近期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等急
性并发症；６）严重躯体疾病；７）合并严重感染、自身
免疫疾病、神经内分泌疾病。

１５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接受糖尿病健康教育，
饮食控制，适当运动，以胰岛素进行糖尿病基础治

疗。对照组：口服盐酸丙咪嗪片（江苏恩华药业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２９７４），１２５～２５ｍｇ／次，
３次／ｄ，共治疗４周。观察组：在基础治疗上服用旋
覆理血汤，配方：旋覆花（包煎）９ｇ、茜草９ｇ、当归
９ｇ、桃仁９ｇ、柏子仁１５ｇ、生地黄９ｇ、郁金１０ｇ、炒
白术１０ｇ，水煎剂，每日１剂，１５０ｍＬ／次，分早餐后
及晚餐后服用，共治疗４周。治疗过程中禁止使用
其他抗抑郁剂及抗精神病药。

１６　观察指标　１）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ＳＤＳ评
价患者抑郁状态：该量表含２０个项目，每项按照１４
级评分；按 ４级评分标准评定总粗分，粗分乘以
１２５，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２）观察患者
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积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１０］中医症状分级量化标准评价２组患者
治疗前后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呆，便溏不爽等中

医症候的改善情况，主症评分标准为：无 －０分、轻
－２分、中 －４分、重 －６分；次症评分标准为：无
－０分、轻－２分、中－４分、重－６分。评分越低，症
状越轻。３）治疗前后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
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ＰＧ）、餐后 ２ｈ血糖
（２ｈｏｕｒ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２ｈＰＧ）水平，高
效液相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水平，试剂盒
为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产品。４）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糖
尿病患者生命质量特异性量表（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ａｌｅ，ＤＳＱＬ）［１１］评价患者生命质量，
该量表从生理功能、心理（精神）、社会关系和治疗４
个维度共２７个条目进行评分，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
制，总分越低，生命质量越好。５）观察２组治疗期间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１０］评价中医症状疗效。痊愈：中医临床症状、

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９５％。显效：
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９０％≥证候积分减少
≥７０％。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７０％
≥证候积分减少≥３０％。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
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３０％。
减分率（％）＝（治疗前积分 －治疗后分积分）／治疗
前积分×１００％。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无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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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经ＫＳ法检验具备方差齐性和正态性的
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或配对
ｔ检验。以率（％）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等级
资料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ＤＳ评分比较　２组患者治
疗前 ＳＤ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ＳＤＳ评分均出现不同程度降低（Ｐ＜００５），观察
组治疗后ＳＤＳ评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积分比较　２组患

者治疗前胃脘或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呆，便溏不

爽、情绪抑郁或急躁易怒、善太息、肠鸣矢气、腹痛即

泻、泻后痛减积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胃脘或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呆，便溏不爽、

情绪抑郁或急躁易怒、善太息、肠鸣矢气、腹痛即泻、

泻后痛减积分均出现不同程度降低（Ｐ＜００５），观
察组治疗后胃脘或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呆，便溏不

爽、情绪抑郁或急躁易怒、善太息、肠鸣矢气、腹痛即

泻、泻后痛减积分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指标比较　２组患者治
疗前 ＦＰＧ、２ｈＰＧ、ＨｂＡ１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ＦＰＧ、２ｈＰＧ、ＨｂＡ１ｃ均出现
下降（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ＦＰＧ、２ｈＰＧ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ＨｂＡ１ｃ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１　２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０） ６（１５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９（２２５０） ３１（７７５０）
观察组（ｎ＝４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１５（３７５０） １４（３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３９（９７５０）

χ２值 ７３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７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ＤＳ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对照组（ｎ＝４０） ６３６２±８５１ ５１８５±５９５ ７１６９ ００００
观察组（ｎ＝４０） ６３５１±８６２ ４３５２±４７３ １２８５８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０５７ ６９３１
Ｐ值 ０９５４ ００００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主要症候

胃脘或胁肋胀痛 腹胀 食少纳呆 便溏不爽 情绪抑郁或急躁易怒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２６±０６０ ２１８±０８４ ２５３±０７９ ２３０±０４９ ２７２±０６７
　治疗后 １２１±０３５ １２７±０４３ １７２±０２８ １７３±０３５ １９３±０３０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２２±０５６ ２１５±０７１ ２５１±０６７ ２２９±０４６ ２７１±０８９
　治疗后 １０２±０３８△ ０９４±０４６△ １２３±０３４△ １０５±０２１△ １３１±０４８△

组别
次要症候

善太息 肠鸣矢气 腹痛即泻 泻后痛减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７６±０８２ ２０３±０５７ ２１３±０６９ ２３０±０５０
　治疗后 １５５±０３７ １４１±０４５ １８２±０３６ １３５±０４０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８１±０６２ ２０５±０５５ ２０５±０７５ ２３２±０５４
　治疗后 １０５±０３５△ １０２±０５１△ １２５±０６７△ ０７２±０３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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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ＦＰＧ、２ｈＰＧ、ＨｂＡ１ｃ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２ｈＰＧ（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８２６±３１５ １２１８±３３４ １０５３±３１９
　治疗后 ７０１±２３０ ９２７±３９３ ７７２±２２８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８２２±３１９ １２１５±４２３ １０５１±３１７
　治疗后 ６７２±２８６ ７９４±２２７ ６２３±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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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ＳＱＬ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生理功能 心理（精神） 社会关系 治疗 ＤＳＱＬ总分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８２６±５１５ １８１８±５３４ １０５３±４１９ ６４３±２１４ ５８９２±１２７３
　治疗后 ２５２１±４０５ １５２７±４９３ ７７２±２２８ ５０２±２５２ ５２３１±１０３７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２８０５±５６５ １８１５±５２３ １０５１±４１７ ６３５±２０３ ５９０６±１２４５
　治疗后 ２０７２±３１６△ １２９４±４２７△ ５２３±１３４△ ４１６±１４５ ４０２５±１０６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２组患者生命质量比较　２组患者治疗前生理
功能、心理（精神）、社会关系、治疗、ＤＳＱＬ总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生理功能、
心理（精神）、社会关系、治疗、ＤＳＱＬ总分均出现下
降（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生理功能、心理（精
神）、社会关系、ＤＳＱＬ总分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治疗评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５。
２６　不良反应比较　２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观
察组治疗期间无１例出现肝肾功能损伤，也无１例
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出现。对照组出现 １例口干、２
例头晕，１例心动过速，并发症率高于观察组（χ２＝
４２１１，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糖尿患者群有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赵等［１２］

应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调查６１１例糖尿病
患者和４２９例其他躯体疾病患者，发现糖尿病患者
患抑郁症的机率为２８６％，高于高血压病、甲状腺
功能亢进、慢性阻塞性肺病、缺铁性贫血患者。相关

研究发现病程较长、缺乏运动、失业或退休、合并有

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抑郁［１３］，许玲［１４］

研究显示性别、病程、ＨｂＡ１ｃ和慢性并发症数目是
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糖尿病合并

抑郁症可导致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治疗依从性下

降，导致血糖水平控制不佳［１５］、大血管和微血管并

发症［１６］、糖尿病足［１７］、死亡［１８］的发生率增加，严重

影响糖尿病病情和预后。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治疗

以支持性心理干预、抗抑郁药物、认知行为治疗为

主，但西医治疗不良反应大，复发率高，认知行为治

疗在我国开展较少。中医学无抑郁症病名，但对糖

尿病合并抑郁症有独特的认识，并治疗积累了几千

年的经验［１９］，因此中医药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的治

疗具有更大的优势。

糖尿病属中医学“消渴”范畴，抑郁症属“郁证”

范畴，消渴与郁证在病机上密切相关。《灵枢·五

变》中“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流，髋皮充

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

《三消论》中“五志过极，皆从火化，热盛伤阴致令消

渴”，《临证指南医案》中“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

证大病”皆在描述消渴发生与情志抑郁的关系，由

此可见情志不畅，郁而化火，耗阴伤津是糖尿病发病

的主要原因，糖尿病患者多伴痰凝、气滞、血瘀等症，

经久不愈导致气血凝滞、肝失调达，发为郁证，因此

糖尿病与抑郁症互为因果，相兼为病，形成恶性循

环，加剧病情进展。

糖尿病合并抑郁症临床症候表现多样，肝郁气

滞是该病基本证型，“肝脆善病消瘅易伤”，“消渴

者，足厥阴之病也”，说明肝郁证是本发病的基本病

机，而糖尿病患者多脾气虚弱，“脾脆，善病消瘅”，

近代中医理论提出“脾虚致消”“气虚浊留”的观点，

认为脾气虚弱均可导致糖尿病发病，清代《杂病源

流犀烛·诸郁源流》曰：“诸郁，脏气病也，其源本于

思虑过深，更兼脏气弱，故六郁之病生焉”，说明虚

在抑郁症发病中地位重要。肝郁气滞经久不愈，气

失调达，影响脾胃运化，导致脾虚气郁，管子函［２０］认

为肝郁气滞和脾气亏虚是该病发生发展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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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群［２１］对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治疗中发现该

病以肝郁脾虚型多见，主要病机为肝郁脾虚，气机不

畅，脉络瘀阻贯穿始终。本研究纳入患者均为脾虚

气郁型，主要症候为胃脘或胁肋胀痛，腹胀，食少纳

呆，便溏不爽，舌苔白或腻，脉弦或细，次要症候以情

绪抑郁或急躁易怒，善太息等为主，为脾虚气郁之

症，治疗应当在疏肝解郁基础上健脾活血安神。

旋覆理血汤方中旋覆花具有化痰行水，降气止

呕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旋覆花中含有抗抑郁药

效物质基础，由旋覆花等多种中药组成的小补心汤

具有较强抗抑郁活性［２２］。茜草归肝经，具有凉血活

血，祛瘀，通经功效，茜草中巴戟天寡糖可保护皮质

酮损伤的ＰＣ１２细胞发挥抗抑郁功能［２３］，动物研究

显示巴戟天寡糖可缩短抑郁大鼠强迫性游泳期间不

动时间，降低大鼠逃生失败次数，说明巴戟天寡糖具

有抗抑郁作用［２４］。柏子仁养心安神，现代药理研究

显示柏子仁水提物可抑制下丘脑分泌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释放激素（ＣＲＨ），ＣＲＨ合成减少抑制腺垂体分
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降低肾上腺皮质释放糖皮质

激素，抑制高皮质醇血症，进而抑制抑郁情绪和症

状［２５］。方中当归、桃仁补血活血，化瘀止痛，生地黄

滋阴清热，凉血补血，郁金疏肝解郁，炒白术健脾益

气，诸药合用共奏疏肝解郁、健脾活血安神的功效。

本研究观察组患者采用旋覆理血汤治疗，临床治疗

效果、抑郁程度和中医症候改善、生命质量提高均优

于逍遥方，说明旋覆理血汤可有效改善老年２型糖
尿病合并抑郁症抑郁程度，缓解脾虚气郁症候，提高

患者生命质量。其次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ＨｂＡ１ｃ水平低于对照组，说明旋覆理血汤可稳
定老年２型糖尿病合并抑郁症患者长期血糖水平，
分析原因可能与旋覆理血汤显著改善患者抑郁症

状，减轻恶劣心境影响，提高治疗依从性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证实旋覆理血汤可显著

改善２型糖尿病脾虚气郁型老年抑郁患者抑郁状态
和临床症状，并有助于稳定血糖，提高生命质量。由

于本研究样本例数较少，缺乏长期随访，因此该结论

仍需进一步扩大样本，延长随访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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