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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胶囊联合抗生素治疗慢性盆腔炎临床研究

蔡晓夏

泰顺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
浙江 泰顺

摘要 目 的 ： 观察采 用桂枝茯苓胶囊联合抗 生素 治 疗慢性盆腔 炎的 效果 方法 ： 将 例慢性盆腔 炎患 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

治 疗组各 例
， 对照组予替硝唑葡 萄糖注射液治 疗 ，

治 疗组在对照组用 药基础上加 用桂枝茯茶股囊 ，
组 均 治疗 个 月 经 周 期

观察 组的 临 床效 果 、 生 活质量及不 良反应等 结果 ： 临床疗 效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 治 疗组为 组 比较
，
差异有显

箸性意 义 （尸 治 疗前
，

组 生活质量测 定 简 表 （ 各项评 分比较
，
差异 均 无显著性意义 （

、 经

治 疗 ， 组各 项评分 均较 治疗 前升 高 （ 治疗 组各项评分均 高 于对照组 （ 组均 未 出现严重 的 不 良反 应 结

论
：
桂枝茯苓胶囊联合抗生素 治 疗慢性盆腔 炎 ， 可显著改善患 者的 生活质量 ， 提高临床治疗 的 效 果 ，

且安全性好
，
有较大的 临床

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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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盆腔炎是临床较为常 见的 妇科疾病 ， 主要是指女性 内 病 例选择 入选病例均 符合 年人 民卫生 出 版社出

生殖器及其周 围结缔组织 、 盆腔腹膜 的慢性炎症 ，
多为 罹患急 版的 《妇产科学》 中慢性盆腔炎的诊断标准 ； 有急性盆腔炎疾

性盆腔炎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 或患者体质下降 ， 病程逐步 病史 ， 多次接受 宫腔手术 ， 下腹 出现反复疼痛或 白带增 多者 ；

进展等多种原 因诱发 ， 临床主要表现为 下腹坠痛 、 月经 紊乱 、 输卵 管发炎时能在子 宫
一

侧或两侧触及增粗 的输卵 管或触及囊

白带增多 、 腰腹疼痛 、 输卵管炎症及不孕等 ， 严重影响患者 的 性肿物 ， 轻度触压 出现疼痛者 ； 同意参加临床研究并签署知情

正常生活 。 由于诱发慢性盆腔炎的 因素比较多 ， 同 时会出现各 同意书者 ；

无感染 、 恶性肿瘤 、 慢性肝病 、 结核等慢性疾病史

种不同 的并发症 ，
且与患者 自 身的免疫能力 有较大的相 关性 ， 者 ； 无严重的肝 、 肾等严重疾病者 。 排除未按要求服药者 ，

无

故临床治疗慢性盆腔炎有较大的难度。 目 前临床治疗慢性盆腔 法判定疗效者 ； 对药物过敏者 ， 不 易合作或精神不正 常者 ，

已

炎的药物及方案 比较多 ， 但均存在或多 或少的 问题 ，
造成治疗 妊娠或准备妊娠及哺乳期

，
及患有严重的肝 、 肾功能疾病者。

效果不甚理 想
“ 』

。 笔者结合临床洽疗 的经验 ， 采用桂枝茯苓 治疔方法

胶襄联合抗生素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治疗 ， 取得了较好的临 对 照组 在月 经来潮的 第 天使用替硝唑葡萄糖注射液

床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广东彼迪药业有 限公 司 ， 国药准 字 规格 ：

临床资料 ： 进行治疗
， 每次 静脉滴注 ， 每天 次

，
连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 为 年
—

月 本院 收治 的 续治疗 天 。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 ， 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治 疗 组 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 加用桂枝茯苓胶囊 江苏康

组
，
组均 为 例 。 对照组中 未婚 例

，
已婚 例

； 年龄 缘药业股份有 限公 司 ，
国药准 字 规格 ： 每粒装

岁 ， 平 均 ± 岁 ； 病 程 月 ， 平 均 进行治疗 ， 毎次 口 服 粒 ，
每天 次 。 月 经来潮后连

± 月 ； 附件炎 例
，
盆腔炎性包块或积液 例

，
子 续洽疗 天

， 即为 疗程 。

宫 内膜炎 例 。 洽疗组中 未婚 例
，
已婚 例 ； 年龄 组均治疗 个月经周期 。

岁 ， 平 均 ± 岁 ；

病 程 月 ， 平 均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 月 ；

附件炎 例
，

盆腔炎性包块或积液 例
，
子 观 察指标 治疗前 、 后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 活质量测定

宫 内膜炎 例 。 组年龄 、 病程 、 疾病类别等经统计学处理 ， 简表 对 组患者 的生 活质量进行评价 ，
主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 具有可比性 。 要 内容包括生存质量、 健康状况 、 日 常活动及 自 我感觉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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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总分 为 分 ， 分数越高 ，

表示患者的 生活质量越好 。 输卵管炎 、 输卵 管卵 巢囊肿等 ，
具有病程较长 、 容易 迁延 、 易

同 时对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 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 评价治 反复发作等特点 ， 给临床治疗带来较大的 困难 。 现代病理学研

疗的安全性 。 究表明 ， 厌氧菌的 大量存在 是诱发慢性盆腔炎 的主 要原 因 之

统计 学 方 法 数据使 用 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 ，

一

， 当各种 原因导致患者内生殖器的菌群失调 ， 厌氧菌大量繁

计量资料 以 ± 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 殖 ，

菌群代谢紊乱 ，
会导致 内环境发生较大的改 变 ， 从而诱发

； 检验 。 慢性炎症 。 故 目 前临床治疗慢性盆腔炎常根据患者 的 实际情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况 ， 选取合适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 抑 制或部分清除诱发慢性

疗 效标准 按照 《中 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行 》 炎症 的厌氧菌 ， 重建微环境 内 的菌群平衡 ，

达到临床洽疗 的

的相关标准拟定 。 痊愈 ： 临床症状和体征全部消失 ， 超显示 目 的 “

。

盆腔子 宫和附件恢复正常 ；

显效 ： 临床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 ，

替硝唑是临床较 为常 用 的硝基咪唑类化合物 ，
其在人体 中

超显示盆腔子 官和 附件恢复正 常 ，
包块缩小 有效 ： 经代谢被还原生成 的代谢产 物 同样也具有较强 的抗厌氧菌作

临床症状和体征 明显改善 ， 超显示盆腔子宫和 附件好转 ， 包 用 ， 作用机制主要为 抑制细菌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 ， 从而使病

块缩小 无效 ： 临床症状和体征未 出 现好转甚至加重 ， 原微生物 的生 物合成受 到影 响 ， 干 扰细 菌的生长 、 繁

超检查显示无 变化 。 殖 ， 最终致细菌死亡并可快速进入细胞 内 ， 故对厌氧菌具有较

组临床疗 效比较 见表 。 治疗后 ，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高的 选择性 ， 对阿米巴虫 、 阴 道滴虫 、 贾第鞭毛虫等厌氧菌具

洽疗组总有效率为 ，
组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 有 良好的 作用 ， 临床常 用于上述病原 体诱发 的各种 疾病 的治

意义
，

。 疗 。 近年来 ， 人们发现 替硝唑治疗慢性盆腔炎具有较好的作

用 ，
短时间 内能够控制病情 ，

并产生较好的临床疗效 ，
已经成

；

，
临床

，
比较

士 丄 士

例
为洽疗慢性盆腔炎的首选药物之

一

。

组 别 痊愈 显 效 有 效 无效 总 有效率 ％

—

；

桂枝茯苓 囊处方 出 自 汉代名 医张仲景 《金匮要略》 的桂

： 枝茯苓方 ， 该方系在中 医药理论指导下 ， 将桂枝 、 茯苓 、 牡丹
治 疗 组

‘

与 对 照组比较
一

①尸
皮 、 白苟 、 桃仁 味中 药合理配伍 ’ 采用现代制 剂 工艺制备

而成的 口服 中药制剂产品 ，
方中 桂枝具有补元阳 、 通血脉 、 暖

组治 疗 前后 评分 比较 见表 。 治疗 脾 胃等功效
，

茯苓具有利水渗湿、 健脾等功效 ，
与牡丹皮 、 白

前 ， 组 各项评分 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芍 、 桃仁配伍 ， 协 同发挥活血化瘀 、 消痈散结 的 功效 ， 临床

义 户 。 经 治疗 ，
组各项评 分均较 治 疗前升高 沪 常用于治疗子官 内膜异位症 、 慢性盆腔炎 、 子 官肌瘤等妇科

治疗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沪 。 疾病 。 近年 来关于桂枝茯苓胶 襄 的研究较 多 ，
已有研究

表 组治疗前后 评分比较 ± 分
报道 ， 桂枝 、 获 令 中 的活性成 分对 细 胞膜具有稳疋侧 ，

组 别 治 疗时 间 健康状 况 生 存质量 自 我感觉 日

可通过抑 制 巨唾细胞释

乞
氧化氮 、

、

肿
，

死因 子等炎

一” 一” 一 一

土

一”

性介质 ’ 减轻对
、

机体的损 彳力作用 ，

、

类似
，
道非

，

多 。 笔者在传

治疗后 ±

统治疗 使用 替賴葡萄糖注射液治疗 性盆 炎 的 基础 上 ，

治 疗组 治疗前 ± ± ± ±
加雕枝获等胶囊 ’

显著改善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 提高了 丨

丨

治疗后 ± 土 ±

治

，
果

、

且患者

，土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
对临床治疗 矣性

与 本组 治 疗 前 比较 ， ① 与 对照 组治 疗后 比 较
，

盆 炎具有较大的借鉴思义 。

②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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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 ， 浙江 杭州 浙江中医药大学 ，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 观察中 药 内服联合云 南 白 药 外敷治 疗 带状疱疹的 临床疗 效 。 方法 ： 将 例 带状疱疹患者随机分为 组
，

治疗

组 例 用复元活血汤 加味 内服和云 南 白药 外敷 ， 对照组 例 予 阿昔洛韦 片 口 服及 外用阿昔洛韦软膏 外搽 ，
疗 程均 为 周 。 结果 ：

治疗 周
，
治 疗组视觉模拟评分法 （ 评分 明显低于 对照组 （ 评分下 降率高 于 对照组 （ 。 治疗 周 ，

总有效率治 疗组为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 组患者用 药后均 未见明 显不 良反应 结论 ： 中 药 内服联合云

南 白 药外敷能有效提高带状疱疹的 治愈率 ，
减轻患者神 经痛 ，

关键词 带状疱疹 ； 复元活血 汤加味 ； 云南 白 药 ； 内服 ； 外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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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状疱疹是由 水痘 带状疱疹病毒感 染所致 ，
以沿单 侧 临床资料

周围神经分布的簇集性水疱为特征 ， 常伴有明显神经痛 。 病情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 为 年 月一 年 月 在

严重者疼痛剧烈难忍 ，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中 医学称此病 浙江 中 医药 大学 附属中 西医结合医院诊治 的 带状疱疹患者共

为缠腰火丹、 蛇 串疮等 ，
认为其 多 由 外感 湿热引 起 ， 脾失健 例 。 根据患者就诊顺序随机分为 组 。 治疗组 例

， 男

运
、 肝失疏泄 ， 湿热内生 ， 内外合邪为其病因病机 ， 病位多在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

肝胆与脾胃 。 笔者采用 复元活血汤加味 内服联合云南白药外敷 程平均 ± 天
；

疼痛视 觉 模拟评分 法 评 分 为

治疗早期带状疱疹 ， 取得较好 的临床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 ± 分 。 对 照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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