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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属于功能障碍性疾病，指的是躯体以及脑功能衰

弱的一类神经症，临床表现包括乏力、失眠、头痛、焦虑、健

忘、易激动以及记忆力减退等[1]。该病的出现与精神因素有着

密切关系，因此在青壮年脑力工作者中的发病率最高。根据相

关调查结果，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各年龄层的神经衰弱

综合征患者均在显著增加，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笔者采

用补肾益肝汤联合西药治疗神经衰弱综合征，收到较好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本院 2011 年 4 月—2013 年 10

月门诊神经衰弱综合征患者，共 98 例。随机分为 2 组。观察

组 52 例，男 27 例，女 25 例；年龄 32～53 岁，平均(47.6±
3.9)岁；病程 0.7～4 年，平均(2.0±0.3)年。症状自评量表

(SC L)总分 176～242 分，平均(190.8±32.5)分。对照组 46

例，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34～56 岁，平均(47.9±4.1)

岁；病程 0.6～3 年，平均(1.8±0.2)年。SC L 总分 169～238

分，平均(188.7±30.4)分。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以及

SC L 总分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①《精神病学》 [2]中所制定神经衰弱诊

断标准；②记忆力减退、无法集中精神、疲劳等症状持续时间

超过 1 个星期且对日常生活造成明显影响；③C T 检查、血尿

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无异常。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肝肾疾

病、心脑血管病者；②属神经衰弱诊断标准中排除的疾病；③

存在与神经衰弱临床症状相近器质性疾病。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采取单纯西药治疗：口服复方地西泮片(济宁安

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起始剂量为每次 1 片，每天 2 次，

之后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增加至每次 2 片。治疗时间

为 2 月。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自拟补肾益肝汤进行

治疗，组成：枸杞子、菟丝子各 30 g，何首乌、茯苓、泽泻

各 20 g，补骨脂、牛膝、牡丹皮各 15 g，黄精 12 g，山茱萸、
山药、人参各 10 g，远志 8 g，酸枣仁 6 g。水煎服，每天 1

剂，分早、晚 2 次服用，期间禁服其它补益肝肾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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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 月。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后的焦虑评分：使用 H A M D (汉密顿

抑郁量表)[3]进行判定，评分越高代表焦虑情况越严重，超过

20 分为确定存在焦虑症状，低于 8 分为正常；②生活质量评

分，应用生活质量核心量表(Q O LS)[4]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分数

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
3.2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 SS17.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

料用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5]。
治愈：临床症状于 1 周内明显改善、2 周内完全消失；显效：

临床症状于 2 周内显著改善、1 月内完全消失；有效：临床症

状于 1 月内显著改善、2 月内完全消失；无效：无法达到以上

标准。
4.2 2 组治疗前后焦虑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1。2

组治疗前的焦虑评分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经治疗后，观察组焦虑评分与生活质量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2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2 组治疗前后焦虑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分

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4.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2。总有效率观察组 96.2% ，

对照组 78.3%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组优于对照组。

表 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0.05

5 讨论

神经衰弱综合征属中医学不寐、郁证范畴，主要由病后体

衰、饮食不节、情志所伤等原因所致[6]，心、脑、肝、肾为主

要病位，与患者心、脾、肝、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有关，心主神

志、血脉，心不实则惊悸善忘；脑为髓海，精亏髓虚则脑失所

养；肝主藏血，肝血不足则神失所养；肾藏精与志，肾精不足

则志气衰。神经衰弱综合征病程较长，患者临床症状明显，以

失眠健忘、睡眠障碍、精神疲倦、记忆力减退为主要表现，临

床治疗以补肾益肝为主。
本研究采用自拟补肾益肝汤联合西药治疗神经衰弱综合

征，结果显示，观察组焦虑情况以及生活质量得到更大幅度改

善。自拟补肾益肝汤由菟丝子、枸杞子、何首乌、泽泻、茯

苓、牡丹皮、补骨脂、牛膝、黄精、山茱萸、山药、人参、远

志、酸枣仁等组成，菟丝子、枸杞子、牛膝、牡丹皮等滋阴养

阴，何首乌补肝肾、益精血，泽泻养五脏、益气力，茯苓健脾

祛湿化痰，补骨脂补肾壮阳、补脾健胃，黄精补气养阴、健脾

益肾，山茱萸温肝补肾、强阴益精，山药补脾养胃、生津益

肺，人参补脾益气，远志、酸枣仁养心安神定志。诸药合用，

共奏滋精补脑、调理阴阳、补肝益肾、疏肝解郁、补脾健胃之

功[7~8]，进而改善患者失眠健忘、睡眠障碍、精神疲倦、记忆

力减退等临床症状，缓解患者焦虑情况，提高生活质量，达到

治疗神经衰弱综合征的目的。此外，神经衰弱综合征患者长期

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下，容易引发脑血管痉挛、缺氧，而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自拟补肾益肝汤中所含何首乌可抗衰老，强化造

血功能，可提高机体免疫力，保护肝脏，改善心功能；茯苓、
白芍可镇静、调节免疫功能；酸枣仁镇静安神，具有抗焦虑、
抑郁作用，可调节机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人参补气安神，可

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并改善脑组织微循环，进而有效避免脑血

管痉挛、缺氧问题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兰胜作，廖波，彭志勇，等．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的 6 年

随访：临床特点、病程、转归[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23(8)：142-143．

[2] 沈渔邨．精神病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3] 李文波，许明智，贾福军，等．汉密顿抑郁量表 6 项版

本的临床应用[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7，33

(2)：119.

[4] 朱伟玉，徐美英，范振国，等．精神科分级护理量化标

准的探讨[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7)：16-18.

[5]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 ]．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2002：41-42．

[6] 汪新建，何伶俐．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的神经衰弱与躯

体化的跨文化分歧[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5)：52-53．

[7] 肖旭曼，梁卫峰，雷素珍．综合疗法治疗神经衰弱临床

效果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2，9(8)：199-200．

[8] 伍冲寒．逍遥散合归脾汤加减治疗神经衰弱 32 例临床观

察[J]．中医药导报，2011，17(2)：271-272．

（责任编辑：马力）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52

46

治疗前

21.3±2.7

21.5±2.5

治疗后

8.2±1.0①

1.4±1.4

治疗前

42.7±4.6

43.0±4.5

治疗后

62.8±7.2①

52.9±5.3

焦虑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52

46

治愈

2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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