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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耐疲劳、增强机体免疫力、调节胃功能及抗溃疡等多种

作用。抗炎、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是女贞子、薏苡仁“除百

疾”的治疗学基础[11～12]，以上研究都说明了中药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的药理基础，但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较客观地反映了理脾化浊方改善

ESRD 患者生活质量的情况。研究发现理脾化浊方可有效改善

年龄在 59 岁以上、透析超过 1 年的 ESRD 患者的生活质量。
特别是在改善症状、睡眠、体能和体力所致工作和生活受限方

面，可能与改善患者营养状况、电解质紊乱、贫血、皮肤瘙痒

等有关。
本研究虽然采用了较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可有效地避免

部分选择性偏倚，但由于中药制剂的特点盲法涉及较为困难，

再加上分层研究后样本量较少，更增加了偏倚的可能，可在以

后加入中医辨证因素并增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以证实该方药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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