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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结石多由肝胆组织中出现泥沙类物质导致肝胆组织管

道梗阻或感染，为临床常见且难治疗的消化系统疾病[1]。近年

来，本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在结石性胆道疾病中发病率高达

70%～80% [2]。一般认为，胆汁中胆固醇过饱和等引起胆汁成

分改变造成胆汁淤积、胆管狭窄或胆道功能障碍、胆道细菌感

染等，从而导致结石[3]。治疗上，外科手术排石疗法、内镜取

石疗法到近年的微创技术的应用，治疗效果肯定，但结石复发

造成的反复感染以及术后残留难以根治等问题仍不容忽视。本

研究在内窥镜括约肌切开术(EST)取石的基石上，加用经验方

利胆排石汤口服，取得较好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符合西医诊断和中医

肝胆湿热证辨证标准。西医诊断标准：持续右上腹疼痛或不适

感，泛酸、恶心或腹胀，进餐油腻食物加重，B 超显示肝胆管

扩张、胆囊壁增厚、轻叩有疼痛感。中医辨证标准：主症：右

胁痛；次症：口苦心烦，恶心，黄疸，舌苔黄腻，脉弦数。
1.2 一般资料 选择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来本院外科

就诊并通过 B 超检查确诊的肝胆结石患者 80 例。将所有患者

随机分为 2 组各 40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13 例；平均年龄

36.8 岁；病程 1～14 年；胆囊结石 11 例，胆总管结石 12 例，

肝总管结石 7 例，肝内胆管结石 10 例；B 超检查：结石直径

>1 cm 12 例，0.5～1 cm 19 例，<0.5 cm 9 例。研究组男 19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 38.3 岁；病程 7 月～9 年；胆囊结石

13 例，胆总管结石 9 例，肝总管结石 11 例，肝内胆管结石 7
例；B 超检查：结石直径≥1 cm 13 例，0.5～1 cm 21 例，

<0.5 cm 6 例。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先行内镜胰胆管造影术确定结石位置、大小、
多少以及胆管狭窄程度，再行内窥镜括约肌切开术(EST)取石，

内镜机械碎石，手术后患者常规应用质子泵抑制剂、维持水电

解质平衡，同时常规放置鼻胆管引流 7 天。
2.2 研究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利胆排石汤治疗。处方：

柴胡、炒枳实各 12 g，制大黄 20 g，金钱草 15 g，炒鸡内金、
桃仁、栀子、茵陈、郁金、姜半夏、黄芩、制厚朴、炒白芍各

10 g，甘草 3 g。每天 1 剂，由本院煎药室制备，二煎共取汁

400 mL，分早、晚饭前服，连续治疗 10 天。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于治疗前后进行相关临床症状观察，进行

有效率评定。②胆汁成分检测：于术后 1、7 天清晨空腹接鼻

胆管引流胆汁，于本院检验科生化自动分析仪测定胆汁总胆汁

酸、总胆固醇、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及钙离子等指标。③
肝功能测定：于 ERCP 术后第 1 天及术后 1 月清晨空腹检测

丙氨酸氛基转移酶(ALT)、碱性磷酸酶(AKP)、5，- 核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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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术后 1 月 2 组血清 AKP、ALT、r-GT、5，-NT 等指标均较术后 1 天改善 （P <
0.05，P < 0.01）；研究组上述指标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结论：排石汤配合 EST 术治疗肝

胆结石临床疗效显著，可改善患者病理性胆汁成分，改善患者肝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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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T)、r- 谷氨酰胺转移酶(r- GT)。
3.2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行 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

计量资料行 t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痊愈：B 超检查结石消失，中医临床症状和

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显效：B 超检查结石面积显著明显减

小，中医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改善；有效：B 超检查结石较

治疗前减少或变小，中医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有所减轻；无

效：B 超检查结石无改变，中医临床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

甚或加重。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总有效率研究组为 80.0%，

对照组为 55.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表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4.3 2 组术后 1、7 天胆汁成分比较 见表 2。术后 7 天，2
组胆汁总胆汁酸含量较术后 1 天升高(P < 0.05)，总胆固醇、
直接胆红素(对照组除外)、间接胆红素、钙离子含量较术后 1
天降低(P < 0.05，P < 0.01)。研究组术后 7 天上述指标改善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

表 2 2 组术后 1、7 天胆汁成分比较(x±s)

与本组术后1 天比较，①P < 0.05，②P < 0.01；与对照组

同时段比较，③P < 0.05，④P < 0.01

4.4 2 组血清AKP、ALT、r-GT、5，-NT 比较 见表 3。术

后 1 月 2 组血清 AKP、ALT、r- GT、5，- NT等指标均较术后

1 天改善(P < 0.05，P < 0.01)；研究组上述指标改善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
5 讨论

肝胆结石属于中医学胁痛、黄疸范畴。本病主要是由于情

志失调，饮食失宜，气血运行不畅而郁结肝胆，肝疏泄不利，

胆腑通降失常，胆液凝滞，结为砂石，湿热邪毒内侵或湿

热内生，肝气疏泄不利，湿热内蕴而出现一系列肝胆湿热

征象 [4]。利胆排石汤由威灵仙、茵陈、五灵脂、大黄等中药组

成的复方制剂，功能疏肝利胆、行气活血。方中威灵仙、茵陈

为君药，威灵仙祛风除湿，通络止痛；茵陈清湿热，退黄疸。
研究表明威灵仙可以抑制炎症。茵陈中多种成分具有利胆作

用，为治疗黄疸之要药。臣以五灵脂、柴胡、大黄发挥活血散

瘀，疏肝解郁，利胆排石的作用。现代药理表明大黄素和大黄

酚可降低胆汁各指标含量百分比，改善胆汁功能，逆转胆结石

状态。诸药合用，在改善胆道功能的同时，可降低胆汁浓度，

消融结石，达到行气排石的目的。
本次观察结果显示，研究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

明研究组加用排石利胆汤，可以改善取石后残石率高的缺点。
术后 7 天 2 组胆汁总胆汁酸含量升高，总胆固醇、直接胆红

素、间接胆红素、钙离子含量降低，提示研究组利胆排石汤可

促进胆汁分泌，调节胆汁的正常分泌，防止钙离子析出沉淀形

成胆管结石。肝功能能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显示，利胆排石汤可

以降低血清中各肝功能指标值，笔者认为其可能通过调节肝脏

代谢，提高肝脏抗损能力，阻断病理胆汁的形成和分泌而发挥

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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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n
40
40

痊愈

18(45.0)
22(55.0)

显效

4(1 .0)
10(25.0)

有效

8(20.0)
6(15.0)

无效

10(25.0)
2(5.0)

总有效

22(55.0)
32(80.0)

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n

40

40

时 间

术后 1 d
术后 7 d
术后 1 d
术后 7 d

总胆汁酸

(μmol/L)
543.2±23.2
632.2±31 .1①

523.1±41 .4
661.5±20.4①③

总胆固醇

(mmol/L)
2.26±0.4
1.52±0.2②

2.31±0.2
1.18±0.3②④

直接胆红素

(μmol/L)
789.7±36.6
682.2±30.2
821.3±36.2
598.7±43.2①④

间接胆红素

(μmol/L)
1243.3±198.0
496.9±39.5②

1304.6±178.5
263.8±21 .4②④

钙离子

(mmol/L)
2.35±0.17
1.72±0.05②

2.17±0.12
1.67±0.03①③

表 3 2 组血清 AKP、ALT、r-GT、5，-NT 比较(x±s) IU/L

与本组术后 1 天比较，①P < 0.05，②P < 0.01；与对照组

同时段比较，③P < 0.05，④P < 0.01

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n

40

40

时 间

术后 1 天

术后 1 月

术后 1 天

术后 1 月

AKP
124.32±8.3
65.57±7.2②

132.1 0±11 .3
19.45±4.5②③

ALT
98.43±7.3
42.36±6.9①

101.37±11 .2
18.38±3.6②③

r- GT
67.31±4.9
43.71±7.2①

66.61±9.2
23.58±5.8②④

5，- NT
29.43±2.4
12.35±5.3①

27.67±4.2
6.31±2.4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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