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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龙汤治疗外寒内热证型小儿哮喘的临床效果

以及对 ＩｇＥ、ＩＬ４和 ＴＮＦα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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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大青龙汤治疗外寒内热证型小儿哮喘的临床疗效及机制。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山东
肥城矿业中心医院儿科收治的外寒内热型哮喘患儿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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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例。所有患儿均按照小儿哮喘西医常规治疗规范，予以抗感染、抗炎、及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以
大青龙汤为基础方，根据患儿中医兼证化裁治疗。２组患儿均连续治疗２周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２组患儿均
于治疗前、治疗过程中每３ｄ、完成治疗后由经验丰富的中医师对其中医临床症状严重程度进行量化分级，根据治疗前后
症状积分的变化判断症状疗效，统计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并进行比较；抽取２组患儿治疗前、后的静脉血检测血清ＩｇＥ、ＩＬ４、
ＴＮＦα及动脉血气指标（ｐＨ值、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氧饱和度）并行组内治疗前后、治疗后组间比较。完成治疗后评价
２组患儿临床疗效并进行比较。观察治疗期间２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并进行比较。结果：１）２组患儿完成４周治
疗后，哮喘、咳嗽、胸闷、气促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儿哮喘、咳嗽、胸
闷、气促症状改善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短（Ｐ＜００５），各症状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２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ＩｇＥ、
ＩＬ４、ＴＮＦα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３）２组患儿治疗后动脉血气指标 ＰＣＯ２均低于治疗前，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ＰＯ２、ＳａｔＯ２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４）完成治疗后，观察组患儿临床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Ｐ＜００５）；５）２组患儿治疗过程中未收集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２组间的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大青龙汤治疗外寒内热型小儿哮喘可更好地降低患儿炎性反应状态，提升患儿动脉血
氧交换能力，从而快速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升临床治疗疗效，且安全，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外寒内热型小儿哮喘；大青龙汤；中医兼证；加减辨治；炎性反应状态；血样交换功能；临床症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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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喘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在儿童和老年人
群中，我国尤为凸显［１］。哮喘发作时血氧供应严重

受限，不仅对患儿的正常生长发育产生严重影响，同

时增加了患儿发生气流受限和气道高反应性、营养

不良、呼吸道不可逆结构改变、心理疾病等并发症的

风险，对儿童的生命健康具有较大的危害性［２］。长

期使用西药产生的不良反应会对患儿的正常生长发

育造成阻碍，且治疗作用局限，根治困难，复发率高。

在中医体系里，“哮病”对标为现代医学的哮喘［３］。

在几千年经验积累形成的中医体系里，从《黄帝内

经》描述的“喘鸣”记载开始，到近现代中医家对哮

病的大量研究，历代医家对哮病的诊疗经验不断分

析总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治疗哮病体系［４］。

本研究采用大青龙汤对外寒内热证型小儿哮喘进行

治疗，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山东肥城矿业中心医院儿科收治的外寒内热型哮喘

患儿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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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例。对照组中男３４
例，女２５例，平均年龄（８２５±３１７）岁，体质量
（２５２４±７２６）ｋｇ，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２０２６±
３３５）ｋｇ／ｍ２，观察组中男３６例，女２３例，平均年龄
（８１９±３１２）岁，体质量（２５１６±７２１）ｋｇ，ＢＭＩ
（２０３１±３２８）ｋｇ／ｍ２，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２９１８２３）
１２　诊断标准　１）西医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２０１６年制定的《支气管哮喘
防治指南》［５］中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标准：典型哮喘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变气流受限的客观检查、除外

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急、胸闷及咳嗽，确诊为

哮喘。２）中医诊断及分型标准：确诊为哮喘后，由经
验丰富的呼吸科中医师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６］中哮病的诊断及分型标准对患儿进行诊

断分型。诊断标准：发作时喉间哮鸣，呼吸困难，咯

痰不爽，严重者无法平卧、烦躁不安。诱因：气候变

化、受凉，接触过敏物质。听诊两肺满布哮鸣音，呼

气延长，或肺部罗音，心率加快。嗜酸性粒细胞增

高。外寒内热证候：咳喘哮鸣，恶寒发热，流涕喷嚏，

咽红，口渴，痰黏色黄。舌质偏红，苔薄白，脉滑数。

中医兼证：血瘀、痰浊、正虚。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５～１４岁；２）均为哮喘急性
发作就诊且入组前１个月未采用其他缓解哮喘的药
物治疗的患儿；３）均为轻中型哮喘急性发作患儿；４）
家长能接受中医药治疗，且患儿无相关药物过敏史；

５）患儿或（和）家长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内容和后
果，愿意配合各项研究工作，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有其他免疫系统疾病、感染
性疾病或炎性反应患儿；２）皮质激素依赖患儿；３）患
儿合并其他喘息性疾病如：毛细支气管炎、心源性哮

喘、肺结核等；４）合并严重心、脑、肝、脾、肺、肾、血液
系统及神经系统疾病的患儿。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无法坚持整个疗程的患
儿；２）同期参加多个临床实验的患儿；３）随访脱落的
患儿；４）治疗依从性差的患儿。
１６　治疗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按照西医常规治
疗小儿哮喘：１）对患儿及家长进行哮喘健康宣教，重
点强调遵医治疗对疾病发展的意义，教会患儿或其

家长吸入装置的正确使用方法、控制药物、缓解药物

的使用条件及类别；２）患儿哮喘发作时吸入沙丁胺
醇气雾剂［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５００２０４５３］，哮喘控制后采用糖皮质激素布地奈德
福莫特罗粉吸入剂富马酸福莫特罗粉吸入剂（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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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ＡＢ生产，Ｈ２０１４０４５９），１吸／次，１～２次／
ｄ，明确感染者予以敏感抗生素治疗。观察组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以大青龙汤为基础方，根据患儿中医兼

证化裁治疗。大青龙汤组方：麻黄（去节）、石膏各

１５ｇ，桂枝（去皮）、炙甘草、杏仁（去皮尖）各１０ｇ，生
姜８ｇ，大枣十枚。辨证化裁：血瘀者加用丹参、桃
仁、赤芍各５ｇ，正虚者加用黄芪、当归、白术、白芷各
５ｇ，痰浊者加用葶苈子、苏子各１０ｇ。以上方剂加
水煎汤，每日１剂，早、中、晚温服。中药由本院药房
提供。

２组患儿均治疗２周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２个
疗程。治疗过程中对患儿临床症状进行连续评估，

每周对患儿肺功能、动脉血气、血常规、尿常规、肾功

能、肝功能等进行监测。

１７　观察指标
比较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血清

ＩｇＥ、ＩＬ４、ＴＮＦα及动脉血气指标［ｐＨ值、二氧化碳
分压（ＰＣＯ２）、氧分压（ＰＯ２）、血氧饱和度（ＳａｔＯ２）］，
并行组内治疗前后、治疗后组间比较。完成治疗后

评价２组患儿临床疗效、症状疗效及症状改善时间
并比较。观察和比较 ２组患儿药物不良反应发
生率。

１７１　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判定　参考《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南》［６］制定小儿哮喘的症状积分评价标

准及疗效标准及疾病疗效判断标准。由经过培训的

儿科医师分别于治疗前、治疗过程中每３ｄ、完成治
疗后对患儿进行临床症状积分评价。症状积分标

准：对患儿哮喘的主要临床症状哮喘、咳嗽、胸闷、气

促，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别赋分０～２分。根据治
疗前后的积分变化，计算症状变化率 ＝（治疗前积
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 ×１００％。症状疗效
判断：临床痊愈：治疗后症候积分减少率 ＞９５％；显
效：积分变化率≥７０％；有效：症候积分减少≥３０％。
无效：症候积分减少率 ＜３０％。临床总有效率 ＝痊
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７２　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患儿治疗过程中每３ｄ
进行１次临床症状观察或询问，登记症状发作时间、
频次，连续１周无症状，并继续观察至治疗结束，此
时间为症状改善时间。

１７３　血清ＩｇＥ、ＩＬ４、ＴＮＦα检测　患儿入组未治
疗前、完成治疗后，采集空腹静脉血，离心得上层清

液，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 ＩｇＥ、ＩＬ４、ＴＮＦα。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７４　动脉血气指标检测　患者入组后治疗前、完

成治疗后，采集都动脉血，用全自动血气分析仪进行

ｐＨ值、ＰＣＯ２、ＰＯ２、ＳａｔＯ２测定。
１７５　哮喘疾病疗效标准　疾病疗效判断标准：临
床控制：症状完全缓解、即使偶有轻度发作，无需用

药即缓解，ＦＥＶ１增加量 ＞３５％，ＰＥＦ昼夜波动率 ＜
２０％。显效：症状明显减轻，ＦＥＶ１增加量 ２％～
３５％，ＰＥＦ昼夜波动率＞２０％，仍需继续用哮喘缓解
药物。好转：症状有所减轻，ＦＥＶ１增加量 １５％～
２４％，仍需继续用哮喘缓解药物。无效：症状和
ＦＥＶ１等指标无改善，甚至加重。总有效率＝临床控
制率＋显效率＋好转率。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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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治疗期间２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并比较。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对研
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２组患
儿治疗４周后，哮喘、咳嗽、胸闷、气促症状积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患儿症状疗效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观
察组哮喘、咳嗽、胸闷、气促症状改善时间明显较对

照组短，各症状疗效率均高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炎性指标比较　２组患
儿治疗后血清 ＩｇＥ、ＩＬ４、ＴＮＦα均较治疗前降低，且
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指标比较　２组患
儿治疗后动脉血气指标ＰＣＯ２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
组低于对照组，ＰＯ２、ＳａｔＯ２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高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２组患儿临
床疗效比较，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２６　２组患儿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２组患儿
治疗过程中未收集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２组患儿
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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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中医症状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哮喘 咳嗽 胸闷 气促

对照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１５２±０２６ １４２±０２４ １２４±０１５ １３８±０２５
　治疗后 １１３±０１８ １１７±０１８ １０１±０１３ １１２±０１８

观察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１５４±０２８ １４３±０２５ １２３±０１５ １４１±０２７
　治疗后 ０９１±０１４△ ０８９±０１３△ ０８６±０１０△ ０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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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症状疗效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组别 临床症状 痊愈［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例（％）］ 缓解时间（珋ｘ±ｓ，ｄ）

对照组（ｎ＝５９） 哮喘 １０（１６９５） ２４（４０６８） １０（１６９５） １５（２５４２） ４４（７４５８） ５２５±１５２
咳嗽 １３（２２０３） ２２（３７２９） １２（２０３４） １０（１６９５） ４９（８３０５） ５４１±１４７
胸闷 １４（２３７３） ２３（３８９８） １０（１６９５） １２（２０３４） ４７（７９６６） ６０７±１６５
气促 １０（１６９５） ２４（４０６８） １１（１８６４） １４（２３７３） ４５（７６２７） ５７２±１５８

观察组（ｎ＝５９） 哮喘 １８（３０５１） ２１（３５５９） １６（２７１２） ４（６７８） ５５（９３２２） ４５２±１０７

咳嗽 １９（３２２０） ２０（３３９０） １７（２８８１） ３（５０８） ５６（９４９２） ４２３±１０２

胸闷 ２１（３５５９） ２２（３７２９） １５（２５４２） １（１６９） ５８（９８３１） ４８５±１０８

气促 １７（２８８１） ２１（３５５９） １８（３０５１） ３（５０８） ５６（９４９２） ４８２±１０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炎性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ｇＥ（ｋＵ／Ｌ）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１１５０５±１２３１ １０１５５±１３６２ ２８９±０８７
　治疗后 ７９３８±９３５ ４５８４±６２５ ２２１±０６１

观察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１１５２４±１２４６ １０１６７±５１３５８ ２９３±０８９
　治疗后 ６２４６±８０３△ ３６６８±５４６△ １８１±０５７△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ＰＨ值 ＰＣＯ２（ｍｍＨｇ） ＰＯ２（ｍｍＨｇ） ＳａｔＯ２（ｍｍＨｇ）

对照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７４０±００４ ５８３５±５１３ ６５４８±７５９ ２１５２±２２１
　治疗后 ７３９±００３ ５０４７±４２８ ７２５８±８３６ ２３７２±２３１

观察组（ｎ＝５９）
　治疗前 ７４０±００４ ５８４２±５１５ ６５５３±７６２ ２１５１±２１７
　治疗后 ７４１±００４ ４７３７±３８５△ ７８４８±８６２△ ２５２５±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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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５９） ７（１１８６） １８（３０５１） ２２（３７２９） １２（２０３４） ４７（７９６６）
观察组（ｎ＝５９） １２（２０３４） ２２（３７２９） １９（３２２０） ４（６７８） ５５（９３２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６　２组患儿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音嘶哑 咽部不适 肥胖 低血钾 心悸 恶心呕吐 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ｎ＝５９）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９） ４（６７８）
观察组（ｎ＝５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９） ３（５０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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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小儿哮喘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气道

炎性反应状态及变态反应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Ｔｈ１和Ｔｈ２细胞是辅助性 Ｔ细胞，在炎性反应介导
和终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Ｔｈ１细胞以分泌 ＩＬ
２、ＩＬ１２和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等，其主要的作用
为启发机体中的细胞毒性 Ｔ细胞、巨噬细胞活化以
及迟发性超敏反应对胞内寄生菌的感染有清除作

用［７８］。而 Ｔｈ２细胞以分泌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１３等为
主，其主要功能为启动体液免疫。而 ＩＬ４又是诱导
ＩｇＥ产生的重要因素。ＩｇＥ异常是临床变态反应性
相关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９１０］。过敏性哮喘即为

ＩｇＥ异常的典型疾病。临床研究显示，支气管哮喘
患者的变态反应主要以辅助性 Ｔ细胞２（Ｔｈ２）的变
态反应占优。基于此，西药治疗小儿哮喘的药物以

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提升对变态反应的控制能力为

主［１１］。如糖皮质激素、白三烯、抗胆碱药等。但这

些药物长期应用产生的多系统器质性损害，对疾病

的远期康复利弊尚无法明确，尤其是对于儿童哮喘

患者来说，不良反应不仅影响病情的康复，对于患儿

生长发育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中医药标本兼治、系统论、整体论对治疗迁延难

愈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优势。小儿哮喘病情病因复

杂，涉及免疫、炎性反应、呼吸系统尚未成熟功能不

完善等诸多原因，通过中医系统的调节机体气血津

液平衡、脏腑功能恢复，在缓解患儿临床症状的同

时，兼顾全身整体平衡，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１２１３］。

总结历代医家对哮病的病机论述、治疗心得认为：哮

病由痰火内郁，风寒外束所致［１４１５］。《医宗必读》中

记载为：“别有哮证，似喘而非，呼吸有声，呀呷不

已，由痰火郁于内，风寒束于外，或因坐卧寒湿，或因

酸咸过食，或因积火熏蒸，病根深久，难以卒除”。，

此为对哮病临床表现及过程、病机较为完善的描述。

认为痰火郁于内，风寒束于外为主要病机［１６１７］。

《症因脉治》中曰：“哮喘之症……，反复发作，可致

脏气虚衰，真元耗损。治宜培补脾肾。发作时宜祛

邪，宣降肺气，涤痰平喘。虚实挟杂，扶正与祛邪并

用。其认为发作时治疗原则以驱邪、宣降肺气、涤痰

平喘为要［１８］。《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

曰：“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认

为哮病发作时以射干麻黄汤治疗［１９］。《痰饮咳嗽

病》将哮病归为“伏饮”证，治疗以涤痰为主。朱震

亨首创哮喘病名，阐明病机专主于痰，提出未发以扶

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

本研究采用大青龙汤治疗外寒内热型小儿哮

喘，并根据患儿兼证加减治疗。结果显示，较之于单

纯采用西药糖皮质激素、抗炎药物治疗，其在改善患

儿临床症状、降低血清 ＩｇＥ、ＩＬ４、ＴＮＦα水平、提升
临床疗效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且安全。大青龙汤方

出《伤寒论》。具有发汗解表，清热除烦的功效。中

医经验以治疗风寒表实，兼有里热者为主［２０］。方中

重用麻黄增强发汗解表之力，外寒郁气，桂枝发汗解

肌，温经通阳，解外寒，一汗一肌，表里双解、风热两

除；外寒滞气，升降难自如，用杏仁降气，气滞易烦

躁，石膏生精清热除烦，甘草倍用、生姜、大枣三者共

奏调和中气、营卫之功［２１］。

综上所述，大青龙汤治疗外寒内热型小儿哮喘

可更好地降低患儿炎性反应状态，提升患儿动脉血

氧交换能力，从而快速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升临床

治疗疗效，其不仅安全，还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本

研究仅从炎性反应方面探讨大青龙汤的作用机制，

考虑中医药具有多靶点的效应，下阶段将进一步从

其他分子生物学机制探讨大青龙汤的可能机制，以

指导临床。

参考文献

［１］陈志鑫，范暖东．中医药治疗小儿哮喘研究进展［Ｊ］．中医儿科杂

志，２０１８，１４（４）：６９７２．

［２］董盈妹，赵霞，汪受传．汪受传三期论治小儿哮喘经验［Ｊ］．中医

杂志，２０１８，５９（８）：６４６６４８．

［３］孙振敏，陈鲁．中医药治疗小儿寒哮证的研究进展［Ｊ］．世界最新

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８，１８（１８）：７１＋７４．

［４］肖笃凯．观察中医方剂治疗小儿哮喘的临床效果［Ｊ］．中医临床

研究，２０１８，１０（６）：１２１３＋１５．

［５］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２０１６

年版）［Ｊ］．中华肺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１６．

［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Ｓ］．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３．

［７］李玮，刘璐，孙丽平，等．中医药防治小儿哮喘临床研究进展［Ｊ］．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２０１７，９（３）：１９１１９４．

［８］朱乔波，吴春红，肖佳荔，等．加用异丙托溴铵对哮喘患儿肺功

能、炎症因子及ＶＥＧＦ表达的影响［Ｊ］．实用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９，２２

（６）：６２５６２８．

［９］卢蓉，马科，李元霞，等．小青龙汤对小儿哮喘激素干预的增效作

用及免疫调节观察［Ｊ］．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３）：３２１

３２５．

［１０］杨洁，李静，周耀铃．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哮喘临床研究［Ｊ］．实

用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９（５）：６０６６０９．

［１１］康立媛．中医药治疗小儿哮喘概况［Ｊ］．河南中医，２００６，２６

（１２）：８２８５．

［１２］李香玉，张慧．王烈教授辨治小儿哮喘学术经验［Ｊ］．中医儿科

杂志，２０１５，１１（４）：１３．

（下接第２９５９页）

·４５９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１



该组患者精液及血清相关指标，发现中医辨证虽然

对患者的精液量作用与常规治疗药物没有明显差

别，但是精子密度、存活率、ＰＲ和ＰＲ＋ＮＰ的治疗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绒促性素主要用于调控激素水

平，血清ＦＳＨ、Ｔ与ＬＨ含量在治疗期间的变化幅度
明显高于常规治疗方式，由此可见，激素作用性与中

医辨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中医

临床症状积分总和（４４６±０２６）分明显优于治疗
前（１４４５±０４０）分，且优于治疗后的对照组
（８１４±０３２）分。这是由于在为患者治疗时，针对
每位观察组患者的证候进行对应的中药加味，对症

下药，依法施治，比起完全统一的常规治疗，个性化

治疗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对患者没有

实际应用价值药材的不良反应伤害。治疗结束后，１
年内统计观察组患者成功受孕率８０４３％，对男性
不育少弱精子症的总有效率为９３４８％。与常规治
疗患者组件对比，临床疗效显著。

经过本次临床研究分析，中医辨证治疗男性不

育少弱精子症作用显著，针对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变

化和机制，进行对症下药治疗，能够大幅度提升中医

治疗水平。中医辨证是我国传统的治疗方案，具有

预后受孕率高的特点，无明显不良反应，标本兼治，

为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患者的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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