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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益气活血膏方与补阳还五汤颗粒对气虚血瘀证

患者血液流变学影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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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拟定益气活血膏方与补阳还五汤颗粒治疗气虚血瘀证的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对照研
究方法，纳入３０名气虚血瘀证患者作为治疗组，予以益气活血膏方治疗，疗程２８ｄ；同时纳入３０名气虚血瘀证患者作为对照
组，予以补阳还五汤颗粒治疗，疗程２８ｄ。观察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并对２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治疗前
后差值进行比较。结果：治疗２８ｄ后，治疗组、对照组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有改善（Ｐ＜００５）；治疗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更显著
（Ｐ＜００５）。结论：益气活血膏方与颗粒组比较，能更好的改善气虚血瘀证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微循环，降低血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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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瘀证是老年患者中最常见的中医临床证型，与
高血压病［１］、冠心病［２－４］、高脂血症［５］、慢性心衰［６］、脑

梗死［７－８］、糖尿病［９］、慢性肾衰［１０－１２］、慢性阻塞性肺

病［１３］、肿瘤［１４］等多种慢病的发生及进展相关，其中气

虚血瘀证是以上多种慢病最常见的中医证型，是其共

同的中医基础病因病机，血瘀证的改善是临床多种常

见病、疑难病的治疗关键点。血液流变学是反映血液

循环状态尤其是微循环状态的重要指标，多项研究表

明存在血瘀证的多种慢病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呈血液

黏滞性增高改变［１５－１８］。我课题组以补阳还五汤加减

拟定益气活血膏方治疗气虚血瘀证，经多年观察，对血

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明显，临床疗效显著［１９］。为进一步

研究益气活血膏方治疗气虚血瘀证的疗效，我课题组

进行益气活血膏方与补阳还五汤颗粒对老年气虚血瘀

证患者治疗的比较性研究，通过血液流变学指标观察

其对血瘀证的改善。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诊断标准　参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２００２版）［２０］及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最新制定的《血瘀证中

西医结合诊疗共识》［２１］（２０１１年）制定。主症：刺痛、
痛有定处，面、唇、齿龈及眼周紫黑，皮下瘀斑，神疲，乏

力，气短，舌质紫黯或舌体瘀斑、瘀点，舌下静脉曲张瘀

血，脉涩、无脉或沉弦、弦迟。次症：肌肤甲错，肢体麻

木或偏瘫，精神、神志异常，局部感觉异常，懒言，自汗。

具备主症２项，或主症１项、次症２项，即可诊断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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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膏方组血液流变学相关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

血液流变学指标
治疗前

（珋ｘ±ｓＤ）
治疗１疗程

（珋ｘ±ｓＤ） Ｐ值
治疗２疗程

（珋ｘ±ｓＤ） Ｐ值

全血黏度（高切） ４６１±０５６ ３９６±０４９ ００００ ３６８±０４３ ００００
全血黏度（低切） ３２８０±５７６ ２７２７±３６１ ００００ ２３９３±３８０ ００００
还原黏度（高切） ７９７±１１９ ６５０±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５６６±０９０ ００００
还原黏度（低切） ７１５１±１２５２ ５８１６±７０３ ００００ ４９４３±７３９ ００００
血浆黏度 １７１±０１６ １６２±０１６ ００４０ １５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红细胞压积 ４６１３±３６２ ４５２７±４５９ ０４５９ ４７１７±５１９ ０３７７

红细胞聚集指数 ３９３±０３４ ３５４±０３５ ００００ ３４５±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
红细胞聚集面积积分 ７１８５０±６００１ ６５３８３±６６２９ ０００１ ６３２２５±５８０７ ００００
红细胞变形指数 ０４６９±０００５ ０４７１±０００７ ０２９７ ０４７２±００１０ ０１２６

红细胞变形积分面积 ２１９０８±７６０ ２２２５４±５９５ ０１１１ ２２５７９±１７３ ０００３

表２　颗粒组血液流变学相关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

血液流变学指标
治疗前

（珋ｘ±ｓＤ）
治疗１疗程

（珋ｘ±ｓＤ） Ｐ值
治疗２疗程

（珋ｘ±ｓＤ） Ｐ值

全血黏度（高切） ４４４±０６６ ４１０±０５８ ００５２ ４００±０７４ ００１２
全血黏度（低切） ３１５８±６８０ ２７８８±４６３ ００１８ ２６７１±６２１ ０００２
还原黏度（高切） ７３３±１３４ ６６４±０８７ ００３１ ６３５±１４１ ０００３
还原黏度（低切） ６５７１±１５８７ ５７８９±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５４５７±１２１２ ０００１
血浆黏度 １６９±００９ １６１±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１６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红细胞压积 ４７００±４５６ ４６６７±５６３ ０７９６ ４７１０±４７０ ０９３８

红细胞聚集指数 ３７５±０４４ ３６７±０３２ ０４２８ ３６６±０３７ ０３３３
红细胞聚集面积积分 ６８８２７±６５４４ ６８２８０±６５８５ ０７２４ ６６９５７±４６０７ ０２２９
红细胞变形指数 ０４６８±０００７ ０４６７±０００６ ０５３０ ０４６６±０００５ ０２０４

红细胞变形面积积分 ２１８００±５７２ ２１９２０±５７２ ０４７１ ２２１５７±７６３ ００３４

虚血瘀证。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符合气虚血瘀证诊断标准。２）年
龄６５～７５岁。３）入组前２周内未应用活血化瘀类中
药或血小板解聚、抗凝类西药。４）自愿受试，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５）未参加其他临床研究。
１３　受试对象　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于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膏方门诊、体质医学门诊、心血管

门诊、脑病门诊就诊的气虚血瘀证患者。

１４　研究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６０名患者按１∶１
的比例随机分为２组。１）益气活血膏方组（以下称膏
方组）：服用拟定膏方，饮片及加工均由北京西单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膏方组成为黄芪３０ｇ、当归６ｇ、
赤芍６ｇ、川芎６ｇ、红花６ｇ、桃仁６ｇ、地龙６ｇ、陈皮６
ｇ、龟甲胶６ｇ、鹿角胶６ｇ、木糖醇６ｇ；以上为１ｄ用量，
制膏后分早晚餐后３０分钟两次口服，温水调服，１４ｄ
为１个疗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治疗期间停服其他中
药。２）补阳还五汤颗粒组（以下称颗粒组）：服用补阳
还五汤免煎颗粒剂（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中药颗粒饮片配方，含黄芪３０ｇ、当归６ｇ、赤芍６ｇ、川
芎６ｇ、红花６ｇ、桃仁６ｇ、地龙６ｇ、陈皮６ｇ，以上为１
ｄ用量），每日早晚餐后３０分钟各服１袋，１４ｄ为１个

疗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治疗期间停服其他中药；各
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禁用抗血小板、抗凝、溶栓、降纤及

活血化瘀中药。在治疗前以及每个疗程结束后分别观

测２组的血液流变学指标。
１５　仪器与试剂　血液流变检测采用北京世帝科学
仪器公司ＬＧＲ８０系列血液流变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１６　统计学处理　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数 ±标
准差的方式表示，服从偏态数据分布的数据以中位数

表示。资料统计以 ＳＰＳＳ１３０版统计分析软件，服从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服从
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纳入统计分析的气虚血瘀证患者共
６０例，其中益气活血膏方组３０例，补阳还五汤颗粒组
３０例。以描述性分析对病例资料进行统计，患者年龄
介于６５～７５岁之间，膏方组患者平均年龄（６８９３±
３１４）岁，颗粒组平均年龄（６９８３±３５２）岁。其中膏
方组男性１２例，女性１８例，男女性别比为１∶１５；颗
粒组男性１１例，女性１９例，男女比为１∶１７２。２组间
一般数据经统计学分析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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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组治疗两个疗程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　膏方
组治疗两个疗程后与治疗前比较：全血黏度（高切）、

全血黏度（低切）、还原黏度（高切）、还原黏度（低

切）、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聚集积分面

积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红细胞压积呈
先降低后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红细胞变形积分面积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红细胞变形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颗粒组治疗两个疗程后与治疗前比
较：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低切）、还原黏度（高

切）、还原黏度（低切）、血浆黏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红细胞聚集面积积分、红细胞聚集指
数呈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红细
胞压积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红细胞变形面积积分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红细胞变形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１、表２。
２３　２组治疗两个疗程后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值比
较　对２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各项指标的差值（ｄ值
＝治疗前－治疗后）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表明
膏方组与颗粒组治疗２个疗程后全血黏度（高切）、还
原黏度（高切）、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聚集面积积

分的ｄ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全血黏度（低
切）、还原黏度（低切）、血浆黏度、中医证候总积分的ｄ
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血液流变学治疗前后差值比较

膏方组（珋ｘ±ｓＤ） 颗粒组（珋ｘ±ｓＤ） Ｐ值

全血黏度（高切） ０９３７±０４５１ ０４３９±０７５４ ０００３
全血黏度（低切） ８８７０±５９３２ ４８７１±８２２６ ００３５
还原黏度（高切） ２３０９±１００３ ０９７７±１７１６ ０００１
还原黏度（低切） ２２０８３±１４１６４ １１１３６±１８８３０ ００１４
血浆黏度 ０２０８±０２１９ ００８４±０１７３ ００１８
红细胞压积 －１０３３±３１０２ －０１００±３７８０ ０３０２

红细胞聚集指数 －０４７９±０３０４ ００９５±０５０１ ０００１
红细胞聚集面积积分 ８６２５０±６４１２６ １８７００±８５７３６ ０００２
红细胞变形指数 －０００３±０１１４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１９０

红细胞变形面积积分 －６７０８±１２０７４ －３５６７±９３２８ ０２８６
中医症候总积分 ２３９００±６４０２ ９３００±５９７２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血瘀证是一个表现于多系统、多疾病的中医临床

常见证型，大量临床研究数据证实血瘀证与微循环障

碍及血液流变学异常密切相关［２２］。血液流变学特性

发生变化后可以引起血液循环障碍，组织灌注不足、缺

血、缺氧以及代谢障碍［２３］。血液流变学检测中的全血

黏度主要受红细胞的数量、功能影响，在各种剪切率

下，全血黏度随红细胞压积（ＨＣＴ）的增加而增大，在
同一剪切率下全血黏度随 ＨＣＴ的增高，呈指数增高，
在同一压积时，其黏度随剪切率增大而降低。全血还

原黏度是指红细胞压积为１时的全血黏度值，也称单
位压积黏度，或定义为单位红细胞压积对全血相对黏

度的贡献。高切变率、中切变率、低切变率下的血黏度

分别相当于血液在微、中、大动脉中的流动性。高切血

黏度主要受红细胞变形性影响，红细胞变形性降低会

使高切全血黏度增高、微循环障碍。低切血黏度主要

受红细胞聚集性影响，其次受血小板黏附功能影响，红

细胞聚集性越高低切血黏度越高，低切血黏度的增高

与血栓形成密切相关［２４－２５］。血浆黏度主要受血浆中

蛋白、脂类、糖类含量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纤维

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的含量。

膏方组治疗两个疗程后全血黏度（高切）、全血黏

度（低切）、还原黏度（高切）、还原黏度（低切）、血浆

黏度、红细胞聚集度等指标显著下降；红细胞变形度显

著上升，说明益气活血膏方可以显著改善血黏度及血

浆黏度，降低红细胞聚集性，增加红细胞变形性，由此

改善微循环、降低血栓形成趋势。红细胞压积变化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血液中红细胞数量变化不大，血

黏度的改变与红细胞数量变化相关性低。颗粒组治疗

２个疗程后与治疗前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全血
黏度（高切）、全血黏度（低切）、还原黏度（高切）、还

原黏度（低切）、血浆黏度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红细胞聚集度呈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红细胞变形度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以上结果说明颗粒组也能改善血液
流变学各项指标。

为比较出膏方组与颗粒组对血液流变学指标影响

的差异，对２组治疗前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值（ｄ
值）进行统计学分析。膏方组与颗粒组治疗前的各项

血液流变学指标经统计学分析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结果具有可比性。２组全血黏度（高
切）、还原黏度（高切）、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聚集

面积积分的ｄ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全
血黏度（低切）、还原黏度（低切）、血浆黏度、中医证候

总积分的ｄ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膏方组治疗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更明显。

益气活血膏方与颗粒组比较更能改善气虚血瘀证

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可减少红细胞聚集，提高红细胞

变形能力，改善微循环，降低血黏度，预防血栓形成，改

善血液高凝状态。

（下接第１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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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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