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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杞菊地黄汤联合人工泪液治疗肝肾阴虚型干眼症

陈淑惠
，
张敏 ， 叶润 才 ，

梁丽银

东莞市人民医院眼科 ， 广东 东莞

摘要 目的 ：
观察加味杞 菊地黄汤联合人工泪 液治 疗肝肾亏虚型 干眼症的 临床疗 效 方法 ： 将 例患者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对照组予玻璃酸钠 滴 眼液 滴眼

，

治 疗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加味杞 菊地黄汤治 疗 ；
比较 组治疗 前后的症状积分 、

泪 膜破裂

时 间测 定 （
、 角膜 焚光染 色 （ 、 泪液分泌试验 （ 各項指标的差异 。 结果 ： 治疗 组在 眼部症状积分 、 、 、 等

方 面 ，
治 疗前后比较 ，

差异 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 对照组在眼部症状积分 、 方 面
，
治疗 前后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治 疗 组眼部症状积分 、 、
、 等 方面改善优于对照组 （ 结论 ： 加味杞 菊地黄汤联合人工 泪 液治

疗肝 肾亏虚型干眼症疗 效明显优于 单纯人工 泪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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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眼症是指任何原因 引 起的 泪液质或量及动 力 学的异常 ， 定者 ； ②先天性无泪症 ， 睑缘炎 、 眼睑位置异常所致的蒸发过强

导致 泪膜不稳定和 或 眼表面的异常 ， 并伴有眼部不适症状 的 型干眼症 ， ③结膜炎 、 结膜结石 、 角膜炎 ， ④合并 自 身免疫性疾

一

类疾病 “
。 国 际 干眼工作组 将 干眼症定 义 为 ： 多 种 病 ； ⑤合并严重心、 脑血管疾病 ； ⑥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因素所致的
一

种泪液和 眼表疾病 ， 包括眼表不适症状 、 视 力 变 纳入标准 符合干眼症的诊断标准 ，
且辩证属于肝肾亏

化和泪膜不稳定并且有潜在眼表损害 ， 伴随泪液渗透压升高和 虚证者 。

眼表炎症反应 。 干眼症属 中 医学神水将枯 、 白 涩症等范畴 。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年 月一 年 月 在

近年来 ，
随着人们生活及工作节奏的加快 ， 电子科技产品 的广 本院眼科门 诊就诊并确诊为 干眼症 ， 中 医辨证 为肝肾 亏虚证

泛应用 及准分子激光手术等原 因
， 干 眼症的发病率呈逐年升高 者

，
共 例

， 眼 。 其中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的趋势 。 目前 ， 西医对干眼症的 治疗方法主要是对症治疗 ， 停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周 年 ， 平均 ±

药后容易反复 。 笔者应 用加味杞菊地黄 汤联合人工泪 液治疗肝 月 。 随机分为 组各 例 眼 ，
组患者性别 、 年龄、

肾 阴虚型干眼症 ， 取得较好的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病程 、 症状评分 、 泪膜破裂时间 测 定 、 角膜荧光 染 色

临床资料 （ 、 泪 液分泌试验 等资料比较 ，
差异均无 显著性意义

诊断及辨证分型标准 干眼症诊断符合 《眼表疾病 的基 （戶 具有可比性。

础理论与 临床》 中相 关标准 ①慢性症状 有 项以上 阳 性 ） 治疗方法

眼干涩感、 异物感 、 畏光 、 眼疲劳 ； ②活体染 色 ： 荧光染色 阳 治 疗组 予 滴玻璃酸钠滴 眼液 ，
每次 滴 ， 每天

性 ， ③泪液分泌 功能实验 ：

，
彡 次 。 口服加味杞菊地黄 汤 ， 处方 熟地黄 、 山药 、 山茱萸 、 茯

项 阳性 ，
或 项强阳性 ： 名 矣 。 同 苓各 ， 泽泻 、 牡丹皮 、 玄参 、 夜交 藤各 ，

枸杞子、

时具备以上 项或 同 时具备① 、 ③项 ， 即 可诊断 为 干眼症 ，

菊花 、 五味子各 酸枣仁 。 若角膜荧光染 色严重者 ，

角膜荧光染色阳性 ，
可以加强诊断。 辨证分型标准参照 《中 医 加密蒙花 、

白蒺藜各 。 每天 剂
，
水煎 ， 早晚分 次服 。

病证谂断疗效标准》 及 《中医诊疗术语 证候部分 》 中相 关证 周 为 疗程
，
共治 疗程 。

候分类标准 ， 即肝肾亏虚证 眼干涩畏光 ，
双 目频眨

，
视物欠 对照 组 予 滴玻璃 酸钠 滴眼液 ， 每次 滴 ， 每 天

清 ， 白睛隐隐淡红 ， 久视则诸症加重 ， 全身可兼见 口 干少津 ，
次 。 周 为 疗程 ，

共治 疗程 。

腰膝酸软 ，
头晕耳鸣 ， 夜寐多梦 ， 舌红苔薄 ，

脉细 。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排 除标准 ①未按规定治疗 ， 或资料不全 、 影响疗效 判 观察项 目 ①眼部体征检查 矣 为异 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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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分级 试验 矣 为 功 能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 牡丹皮具有抗炎 、 调节免疫作

泪液 分泌减少 。 ②眼部症状评分 无症状为 分
， 偶有症状 用 ，

玄参 、 密蒙花含黄酮类 ，
密蒙花还具有调节体 内 性激素

为 分 ， 间断 出现症状 为 分 ， 持续 出现症状为 分 。 水平 ， 调节和抑制泪腺细胞凋亡的功能 。 全方 具有滋 阴 补

统计 学方 法 采用 进行统计分析 ， 两 变量均 肾 、 养肝明 目 、 宁 心安神的功效 。 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看 ，
该

值的 比较采用配对设计 检验 。 方具有调节机体内分泌的 功效 。

治疗结果 中西 结合 ， 标本兼治 玻璃酸钠滴眼液是 目 前广泛用于

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比较 ， 见表 。 洽疗组治疗前后各 治疗干眼症 的人工泪液之
一

。 玻璃酸钠是由 乙酰葡萄糖醛

项指标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对照组治疗前 酸反复交替而形成 的

一

种高分子多糖体生物材料 ， 能与纤维连

后 比 较 ， 眼部症状积分 、 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蛋 白结合
，

加速上皮细胞的黏附和延展 ，

由于玻璃酸钠分子

治疗前后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治疗组与对照 能存留 大量水分子而具有较好的保水作用 有利于眼组织对

组治疗后各项指标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丨 。 药物持久而有效的吸收 。 观察表明 ， 治疗组采用加味杞菊地黄

汤 口 服联合人工泪液滴眼 ，
疗效明显优于单纯人工泪液滴眼治

———

別后 项指标
疗 。 提示中 西结合治疗干眼症 ，

通过 内外合治 、 标本兼治 ’ 收
组 别 时 间 症状积分 分） 级 ）

— 到 良好疗效 ， 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

治疗前 土

‘

治疗 后 土 ± ±
奶

±
奶

，

「参老立献
丄 治疗前 ± ± ±

治疗 后 ± ± ±
】 李风呜 中 华 眼 科学 北乐 人 民卫 生 出 版社 ’

与 同 组治 疗前比较 ， ① ， ；
与 对照组治

疗后 比较 ， ③ ，

讨论

干眼症的病机探讨 《素 问 宣明五气 ）
日 五脏化液

■

⋯ 肝为 泪 。

’ ’

肝开窍于 目
， 化液 为 泪 ，

泪液有润泽 目 珠的作
，

用 。 《素问 逆调论》
云 肾者水脏 ， 主津液 。

”

说明肾脏对
徐锦堂 ，

孙秉基
，
方 海舟 眼表疾病 的基 础理论与 临

体 内 水液的代谢与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 。 《灵枢 五癃津液别
床 【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 ，

论》 指出
‘ ‘

五脏六腑之津液 ， 尽上渗于 目 。

’ ’

津液在肾脏的 刘祖国 干眼症 的诊断 中 华眼科杂志 ，

调节 下 ， 不断输送至 目
，
为 目 外润泽之水及充养 目 内 之液提供

了 物质保障 。 《诸病源候论 目 湿候》 云
“

其液竭者 ， 则
曾 庆 华 中 医眼科学 北京 中 国 中 医药 出 版社 ，

目 涩 。

”

所以泪液 的分泌 、 输布与五脏六腑都有关 系 ， 尤其与

肝肾 关系密切 ，
干眼症 的病机以肝 虚 为本 。 肝 虚证患

者多伴有佼寐多梦 的 症状 。 《黄 帝 内 经》
曰 卫 昼行于

阳 ， 夜半则行于阴 ， 月 者主夜 ， 夜者臣卜 阳气尽 ， 阴气盛则

目 頃 ， 阴气尽 ， 阳气盛则寤矣
’ ’

。 中 医学认为 ，
睡眠质量差的 陈健安 ， 高崎悦司 ， 铃木撤 ， 等 六味地黄汤对小鼠下

病理变化总属 阳盛 阴衰 ， 营卫不和 ， 所以睡眠质量差的患者往 丘脑 垂体 性腺轴组织器 官形态和性激素的影响 】

往阴 津不足 ，
目 失濡养 ， 而导致干眼症 。 现代 医学研究证实 ， 江苏 中医 ， ， ⑶

干眼症的发病是 由 多种細导致 的 ， 其中 性激素水平紊乱也是 汤 文破 ， 李俊 ， 徐叔云 丹皮 总苗 的抗炎免 疫作用及部

干眼症发生、
发展的重要因素 。 分机制研究 中 国药理学通报 ， ，

加味杞菊地黄汤 治 疗 干眼症 综上
， 干眼症的 病机以肝

臂亏虚为主 ， 故治宜滋阴补肾 、 养肝明 目 为主。 笔者拟加 味杞 姚小晶 ， 彭清华 ， 吴权龙 密蒙花提取物对 去势导致干

菊地黄汤治疗 。 该方在滋 阴补肾的基本方 六味地黄 丸的 基础 眼症症 白兔 泪腺细胞凋亡旳影响
丨 中国 中 医眼科杂志 ，

上
，
加枸杞子 、 菊花 、 五味子、 玄参养肝明 目

；

夜交藤 、 酸枣

仁养 心安神 ， 角膜突光染色严重者加密蒙花 、
白蔡藜明 目 退

郭桂芬 玻璃酸钠 在滴眼液和干眼症治疗 中 的应用

翳 。 有研究表 明 ，
八味地黄汤可能通过调节下丘脑 垂体 大传餘疾拓

議 ， 激活该雜有細活性 ， 促纖細分泌 ’ 调
丨责任编辑 冯天保 ）

节人体器官功能和 内环境的稳定 ， 促使各器官发挥正常的生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