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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是人体生理转换的 过 渡 时 期， 以 女 性 最 为 明 显 [1]。

处于更年期前后的女性， 其体内雌激素水平通常偏低， 自主平

衡功能失调， 可能出现失眠、 心烦、 畏冷、 体痛、 发热、 肢体

麻木等症状， 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2]。 若不及时

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 可能影响中老年妇女的身体健康。 为探

讨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有效方案， 笔者应用六味地黄丸联合加

味逍遥丸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 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3 月—2014 年 3 月在本院接受治

疗的更年期综合征患者共 110 例， 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2 组。 对照组 50 例， 均为女性； 年龄 41～56 岁， 平均(48.3±
1.9)岁； 病 程 1 月～5 年， 平 均(2.3±0.1)年； 中 医 证 候 分 级：

轻度 18 例， 中度 24 例， 重度 8 例。 观察组 60 例， 均为女性；

年龄 40～54 岁， 平均(49.1±1.5)岁； 病 程 2 月～4 年， 平 均

(2.4±0.2)年； 中医证候分级： 轻度 16 例； 中度 25 例， 重度

9 例。 2 组 性 别 、 年 龄、 病 程、 中 医 证 候 分 级 等 基 线 资 料 比

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3]中相关

标准拟定： ①年龄 40～60 岁； ②以潮热出汗为主要症状， 以

失眠、 眩晕、 心悸、 疲倦、 烦躁、 泌尿道感染、 腰痛等为次要

症状； ③内分泌检测提示雌二醇(E2)、 雌酮(E1)水平降低明显，

促黄体生成激素(LH)、 促卵泡激素(FSH)水平 升高。 排除： 严

重心脑血管疾病、 合并内分泌疾病、 造血系统疾病、 精神疾病

患者， 或纳入前 3 月内有服用激素者。

2 治疗方法

2.1 对 照 组 谷 维 素 (成 都 市 湔 江 制 药 厂 生 产 )口 服 ， 每 次

10～20 mg， 每 天 3 次； 氯 氮 卓 片(广 东 南 国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口服， 每次 10 mg， 每次 3 次。 疗程为 3 月。

2.2 观察组 予六味地黄丸联合加味逍遥丸治疗。 六味地黄

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生产)口服， 每次

8 丸， 每天 3 次； 加味逍遥丸(南京同仁堂药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生产)口服， 每次 6 g， 每天 2 次。 疗程为 3 月。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 察 指 标 ①治 疗 后 评 价 2 组 临 床 疗 效 ； ②于 治 疗 前

后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2 组患者血清内 E2、 LH、 FSH 水平。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

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 效 标 准 参 照 《中 医 病 证 诊 断 疗 效 标 准》 [4]拟 定。 痊

愈： 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 中医证候积分≤5； 显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明显， 中医证候积分降低幅度为 2/3； 好

转 ： 患 者 症 状 及 体 征 显 著 好 转 ， 中 医 证 候 积 分 降 低 幅 度 在

1/3～2/3 之 间； 无 效： 临 床 症 状 及 体 征 无 任 何 改 善， 或 有 加

重。

4.2 2 组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见 表 1。 总 有 效 率 观 察 组 为 96.7%，

对照组为 82.0%，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3 2 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 见表 2。 治疗后

观察组血清 E2 水平较治疗前升高， 血清 LH、 FSH 水平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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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下 降，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 且 观 察 组 血 清 E2、

LH、 FSH 水 平 改 善 较 对 照 组 更 显 著(P < 0.05)。 对 照 组 仅 LH

水平较治疗前改善显著(P < 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 ①P ＜ 0.05

表 2 2 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x±s)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比 较， ①P ＜ 0.05； 与 对 照 组 治 疗 后 比 较，

②P ＜ 0.05

5 讨论

一般女性于 40 岁后， 卵巢功能逐渐减退， 导致雌激素不

足 ， 可 能 出 现 绝 经 期 前 后 不 同 的 躯 体 及 心 理 、 精 神 症 状 反

应 [5]。 相关资料研究显示， 当前全球范围 内 超 过 50 岁 以 上 妇

女数量处于逐年上升的态势， 预期提示， 截止到 2030 年， 该

类人群可能增加至 12 亿， 其中以中国最为显著， 约占 10%[6]。

有 文 献 提 示， 绝 经 期 妇 女 发 生 更 年 期 综 合 征 的 比 例 为 85%，

其中 20%左右女性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症状表现[7]。

更年期综 合 征 属 中 医 学 绝 经 前 后 诸 症 的 范 畴。 中 医 学 认

为， 肾虚是更年期综合征的主要致病诱因， 同时情志不调、 正

虚致邪也是引起症状的相关原因， 三者共同作用， 密切联系，

作用于女性机体， 进而产生阴阳失调， 出现诸多证候反应， 以

烦躁、 易怒、 出汗为主[8]。 《素问》 指出： “女子五七阳明脉

衰， 发堕； 六七三阳脉衰， 面焦， 发白； 七七脉衰虚， 地道不

通， 形坏无子。” 提示更年期综合征由肾虚引起， 兼肝气郁结、

肝阴不足、 脾阴损耗。 故本病其本源于肾， 其标在于心、 脾、

肝。 治疗宜疏肝解郁、 滋阴补肾、 健脾和胃等原则。 六味地黄

丸药物成分由茯苓、 熟地黄、 山茱萸、 牡丹皮、 山药等构成，

主治肾阴亏损、 骨蒸潮热， 有滋阴补肾之功效。 研究认为其可

增强人体免疫力， 起到抗疲劳、 抗衰老的作用； 还可明显改善

人体肾功能， 纠正神经系统紊乱， 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9]。 此

外， 也有相关文献显示， 更年期综合征女性服用六味地黄丸，

可降低机体血糖、 血脂及血压水平， 促进钙吸收， 预防骨质疏

松， 可降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病率[10]。

加味逍遥丸由白芍、 当归、 柴胡、 甘草、 茯苓、 栀子等组

成， 有健脾养血、 疏肝清热之功， 主治肝脾不和、 月经不调、

倦怠食少等。 中医药理学研究证实， 加味逍遥丸在调节人体内

分泌， 强化肠胃蠕动， 保护机体肝脏功能等方面疗效显著， 且

可有效调节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11]。 两方合用， 共奏滋阴补

肾、 健脾和营、 疏肝解郁之功效， 可改善机体循环， 纠正内分

泌系统功能， 减轻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症状。

在本次研究中，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达 96.7%， 且其血清

雌激素水平改善， 疗效优于采用常规西药治疗的对照组。 同时

也进一步证实， 在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临床治疗中， 应用中药

联合治疗方案， 选用六味地黄丸合用加味逍遥丸， 可有效发挥

药物协同作用， 进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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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60

50

痊愈

35(58.3)

20(40.0)

显效

1 7(28.4)

1 4(28.0)

好转

6(1 0.0)

7(1 4.0)

无效

2(3.3)

9(1 8.0)

总有效

58(96.7)①

41(82.0)

项 目

E2(pmol/L)

FSH(U/L)

LH(U/L)

治疗前

1 38.03±1 28.20

80.44±32.08

74.1 1±35.1 8

治疗后

1 79.1 9±1 07.55①②

66.82±30.63①②

58.22±25.86①②

治疗前

1 38.11±1 30.60

81 .33±29.55

76.34±36.06

治疗后

1 39.1 9±1 00.33

78.32±28.43

69.21±26.1 5①

观察组(n=60) 对照组(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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