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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沐足 治 婷外咸发热临永研免

吴广 平 ， 胡聪 ， 叶烨

广州中 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
广东 广州

摘要 目 的 ： 观察 中 药沐足治疗 外感发热的 临床疗效 。 方法 ： 将 例 患者 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

组
、 对照组 组 ， 治疗 组采用 中 药粉 剂沐足治疗 ， 对照组 组采用 柴 胡针治疗 ， 对照组 组采用赖氨匹林治

疗 。 观察各组临床疗效及体温 曲 线下 面积 、
不 良反应 。 结果 ： 总有效率治 疗组为 ，

对照组 组为

对照组 组为 各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治疗 组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 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时体温 曲线下 面积治疗 组与 对照组 组

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 治疗组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户 。 时各组比

较 ， 差 异均 无显著性意 义 （ 。 时 治疗 组与 对照组 组
、 对照组 组 比较

，
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 义

提示 治疗组能达到 良好的退热效果 ， 其退热效果与对照组 组柴胡针肌 肉注射效果相 当
，

比对照

组 组赖氨 匹林静脉注射短期效果稍差 ， 但退热时间较赖氨匹林长 。 结论 ： 中 药沐足治疗外感发热疗效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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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发热是内科常见的疾病 ，
其发病率占内科疾 统计学 处理 ， 差 异无显著性意 义 具有可

病的首位 ， 多由外感风邪所致 ， 以发热 、 恶寒 、 鼻塞 比性。

流涕 、 头痛 、 咳嗽为主要症状 。 药浴疗法是以内病外 纳 入标准 年龄 岁 ； 具有 急性上 呼吸

治 为 目 的的
一

种传统外治法 ， 早在西汉 五十 二病 道感染的 临床表现 ； 发热 天 以内
，
体温 而

方》 中就有记载 。 从古至今
，
药浴疗法被应用于各科 无汗者 血常规 ：

白细胞计数 者。

疾病的治疗
，
疗效显著 ， 为 人类的健康做出 了 巨 大贡 排除标准 妊娠妇女 ； 合并有严 重 的 心 、 肝 、

献。 笔者进行了 中药沐足治疗外感发热的临床对照观 肾 、 造血系统疾患或恶性肿瘤 ， 精神障碍者 ；

不符合

察研究 ， 现报道如下。 纳入标准 ，
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者 ； 对柴胡针 、

临床资料 赖氨匹林过敏患者 。

一般资料 观察病 例来 源于 年 月 治疗方法

日 年 月 日 在广东 省中 医院发热 门诊就 治 疗组 物品准备 ： 容量的

诊 的患者 例
，
具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临床表现 ： 塑料桶 或塑料盆 个

，

一 次性耐热塑料膜
一张

，
盛

急性起病 ，
发热 ， 伴咽痛 、 轻咳 、 鼻塞 、 流清涕 。 治 冗热水 和 工热水

疗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 备用科室协定方粉末剂 ，
左右冷水

岁
， 病程 ± 天 。 对 照组 组 例

，
男 盆 约 消毒小 毛 巾 条 ， 中 毛 巾 条 。

例 ， 女 例 ； 年龄 ± 岁 ， 病程 ± 泡足方法 ： 将科室协定 方粉末剂 放入 弋热水

天 。 对 照组 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中给患者泡足至踝上 。 每次泡足持续时间

± 岁
，
病程 ± 天。 各组

一

般资料经 根据患者体质及病情而定
，
体质强壮 、 肥胖者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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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至 全 身透 汗 即 止 ； 消瘦体 弱 者 则泡足 照组 组柴胡针肌肉注射效果相 当
，
比对 照组 组

后全身汗湿即可。 赖氨匹林静脉注射短期效果稍差 ， 但退热时间较赖氨

对照组 对照组 组
： 柴胡针

，
每次 ， 肌 匹林长 。

肉 注射 ； 对照 组 ： 賴匹 林 加入 生理盐水
表 各组体温 曲线下面积比较

静脉注射或赖氨匹林 加入注射用 水

肌 肉注射 。 治疗 组 ±

—

± ±

必要时合并用药 ： 维生素 加入 生理盐水 对 照 组 组 ±

中静脉滴注 ’ 每天 次 ，
同时不可合并使用 士

①
± ±

升年 丨 咖
与 治 疗组 比较

， ①
所有其他中药 、 成药制剂。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不 良反应 治疗组在 中药沐足退热治疗过程中 ，

观察指 标 观察
，
记录入组前和入组后体 未出现烫伤 、 皮肤过敏 、 头畢心悸等不 良事件。 对照

温
， 绘制入组后 体温曲 线。 比较退热效率 、 起效 组 组出现 例肌 肉注射后肌 肉肿痛情况 ， 未见有

时间 、 解热时间及第 、 、 体温曲 线下面积 。 皮肤过敏及肝肾功能损害情况 ： 对 照组 组出 现

统计学方法 采用 统计软件 ， 计数 例 皮疹 ，
例 胃肠功能不适 ，

未见肝 肾功 能损害发

资料采用 检验 ，
计量资料用方差分析 ；

对于治疗 生 。

前基线值或难以控制或未加控制 的混杂因素 ，
如治疗 讨论

前组间不均衡 ， 则作为协变量用协方差分析。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发热 ， 中 医学厲于外感发热 、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感 冒范畴 。 风为 阳 邪 ， 为六 淫之首 ， 易挟热 、 暑 、

疗 效标准 参照 《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湿 、 寒袭人之卫表 ，
风热之邪郁于肌肤腠理 ， 腠理不

试行 》 显效 ： 治疗后 内体温下降 得疏泄 ，

卫表不能调和而发病 。 中 医药治疗外感发

有效 ： 治疗后 内体温下降
。

无效 ： 用 药 热 ， 除了 内 服法及现代旳 中成药针剂治疗 ，
还有许多

后 内体温未下降或下降 或仍上升者。
富有特色 的外治法 。 《素问 热论》

曰
： 今夫热病

各组 临床疗 效比较 见表 。 总有效率治疗组 者
’
皆伤寒之类也 岐伯 曰

： 伤寒
一

日
’
巨阳受

为 对 照组 组 为 对照 组 组为 之
， 故头项痛 ，

腰脊强 。
二 日 阳明 受之

，
阳 明主 肉 ，

各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治 其脉挟鼻
，
络于 目

， 故身 热 ，
目疼而鼻干

，
不得 卧

疗组与 对照 组 组 比较
，
差异 无显著性意 义 也 。

三 日 少 阳受之 ， 少阳主胆 ，
其脉循胁络于耳 ， 故

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胸胁痛而耳聋 。 三阳经络 皆受其病 ， 而未入于脏者 ，

故可汗而已
⋯
⋯其未满三 日 者

，
可汗而已 ； 其满三 曰

°

者
，
可泄而 已 。

” “

凡病伤寒而成温者
，
先夏至 日 者

—
—

表 为温病
，
后夏至 日 者为病暑。 暑当 与汗皆出 ，

勿止 。

”

组 别 显效 有效 无 效 总 有效 率
—— ——

——

急诊外感发热患者大部分均 为初起发热 ’
病程

一

般均

对照 组 组
在 天 以 内 ，

这篇 《热论》 明确指 出 这类患者可以

对 ：照 组 组 发汗而愈 ；

且署病汗出 ， 可使暑热从汗散泄 ，
不要制

止 。 《素问 评热病论》 载 ： 岐伯 日 ： 人所以汗出

各组体温 曲线下 面积比较 见表 。 时体温 者
，
皆生于谷 ，

谷生于精 。 今邪气交争于骨 肉而得汗

曲线下面积治疗组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 者
，
是邪却而精胜也 。 精胜 ，

则 当 能食而不复热 。 复

性意义 治疗组与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 热者 ，
邪气也。 汗者 ， 精气也 。 今汗出而辄复热者 ，

有显著性意义 。 时各组 比较 ’ 差 异均无 是邪胜也。 不能食者 ， 精无俾也
⋯⋯

汗 出而身热者 ，

显著性意义 。 时治疗组与 对照组 组 、 风也 。

”

人所 以能够汗出 ，
是依赖于水谷所化生 的精

对 照组 组 比较 ， 差 异均 有显著性 意义 。 气
，
水谷之精气旺盛

，
便能胜过邪气而汗 出 。 汗出后

提示治疗组能达到 良好的退热效果 ，
其退热效果与对 又发热

，
是邪气胜过精气 。 不进饮食 ，

则精气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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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补益 ，
邪热逗留不去 。 汗出而身热 ，

是因感受 了 过对 例外感发热小儿临床观察 ， 结果发现 ， 中药

风邪 。 《伤寒论》 中 ， 张仲景不仅对 发热
”

进行了 足浴洽疗小儿外感发热 ，
不仅退热迅速 、 热退后不易

详尽的 阐述 ，
而且确立了种种行之有效的退热方法和 复发 ，

且对缓解小儿鼻塞 、 流涕 、 咽喉红肿疼痛有良

代表 方药
，
在具体 的运用 上包含了 汗 、 吐 、 下 、 和 、 好效果 ， 与对照组 例比较

，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

温、 清 、 消 、 补等 八法
”

。 汗法又为 八法之首 ，
取 组 。 笔者采用 中药沐足发汗退热法治疗外感病人 发

汗可由服药 ，
亦可 由外治之 。 本研究中使用 的中药粉 热 ， 临床观察疗效较好 ， 采用 中药粉剂冲成药液 ， 使

剂沐足发汗退热法 ，
就是利 用 汗法

”

由 外治之 。 用 方便
，
无明显消化道反应 、 肝 肾毒性 ，

可进
一

步研

《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其有邪者 ， 渍形以为汗 ，
其 究及推广应用 。

在皮者 ， 汗而发之 ， 说明邪在肌表 ，
可用 熏蒸 、 温

浴等法使其汗出 。 《千金要方 外治》 对表热 、 里热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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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炽 四泛汤联合盐酸帕 罗 西 打治 疔艇体形 式疼痛 陣碍疔 故分析

廖美容 ，
周 义杰 ， 苏丹 ，

王培力

桂林市中医院 ， 广西 桂林

摘要 目的 ：
观察当 归 四逆汤联合盐酸帕 罗 西 汀治疗躯体形式疼痛障碍的疗 效及安全性。 方法 ： 将 例

躯体形 式疼痛障碍患者随机分为 组
，
治 疗组 例 ，

以 当 归四逆汤联合盐酸帕 罗 西汀治疗 ， 对照组 例 ，
用

盐酸帕 罗 西 汀治 疗 ， 疗程为 周 。 治疗前与 治疗 周 、 周 末采用疼痛 量表 （ 、 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 汉密 顿 焦虑量表 （ 评定临床疗效 ， 副 反应量表 （ 评定不 良反应 。 结果 ： 治 疗 组完

全缓解率 为 对照组为 组 间 比较
，
差 异有 显著性 意 义 （尸

；
治 疗 组 总有效率 为

对照组总有效率 为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组 评分治疗 后与 治

疗前比较均 明显改善 （
且治 疗 、 周 末 评分治疗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

，
差 异均 有显著性意

义 （尸 。 治疗 周 、 周 末 ，
组 评分 、 评分均较治 疗 前 下 降 ，

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 义

提示 组患 者 焦虑抑郁症状均较 治疗前改善 。 同期 治疗 组的 评分 、 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 （
，
提示 治疗组改善焦虑抑郁症状明显优 于对照组。 组患 者均 有便秘 、 恶 心 、

口干 、 头 痛 、 头

晕等不 良反应 ，
对照组的不 良反应程度较重 ，

组 同期 评分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 结

论 ： 当 归四逆汤联合盐酸帕 罗 西 汀治 疗躯体形 式疼痛 障碍较单用 盐酸帕 罗 西 汀 疗 效显著 ，
起效快

， 副 作 用

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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