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疗可使脾虚厌食症患儿恢复体液和细胞免疫动态平

衡，同时对小儿生长发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微量元素在脾虚厌食症中的重要作用报道甚少，

本研究观察到，治疗组!"、#$的变化较为明显，扶正

健脾治疗后!"、#$恢复到健康儿童水平，脾虚厌食患

儿!"、#$降低，可能与网络内皮系统及血液循环内的

巨噬细胞被激活，分泌一种白细胞内源性物质（%&’）

或其类似物有关。微量元素的变化既影响人体的生理

功能，同时也影响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当人体内!"、

()、#$总量不足时，*细胞减少，细胞免疫受到损害，

机体防御能力下降，从而对感染的易感性增加。

微量元素含量及免疫功能的改变与脾气盛衰有密

切关系，扶正健脾治疗充分体现了中医药的整体综合

作用。此外，加强了脾的功能，脾气健运，脾气虚症候

好转，贫血得到纠正，从而为中医学“脾为后天之本”、

“四季脾旺不受邪”等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 考 文 献

+,李世光，岳月娥，张泮生，等,小儿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外周血*淋巴细胞观察,实用儿科杂志 +--+；.（.）/+--—

011,
0,李世光，赵俊萍，岳月娥，等,手术前后微量元素平衡观察及

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中国临床营养杂志 +--2；0（+）/+.—

+3,
4,张德山,益气活血和扶正固本疗法对肺心病患者免疫调节功

能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杂志+-52；2（.）/421—420,
（收稿：01116126+3 修回：0110610613）

中医症状量化及其疗效评定方法探讨
官君达 万 霞 胡立胜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110-）

中医诊断的核心是根据中医症状归纳出中医证候，即辨

证。目前的辨证存在两个问题：（+）每个证候的各项中医症状

只有定性描述；（0）只描述了可能存在的各项症状范围，未明确

规定症状怎样组合才能诊断为某证候，并非各项症状必须同时

具备才能诊断。这样就使人有不同的理解，既为诊断的统一标

准、又为中医疗效评价统一标准带来了障碍。为此，我们借鉴

国外西医学处理症状量化的方法〔789:$;<(,&==$9>8?$@==89$
AB"BC$A$">@=9DE@"89FE@G>B>89>8G,HE@I@C89(I8"89G@=7@E>D
JA$E89B+--5；0K（2）/.33—.52〕，提出中医症状量化方法。

+ 中医症状量化方法的建议

+L+ 频次（=E$M)$"9N）法 尿频、腹泻、呕吐、遗精：分别用

02D及0周内的次数定量表达，单位为次（>8A$）。

+L0 严重度（G$?$E8>N）法（又称+11毫米刻度法） 不能用

频次表达的其余症状，都用此法，单位为毫米（AA）。研究者告

诉患者症状严重度由左至右逐渐加重，范围为+11AA，患者可

根据自己治疗前后的体会在适当的点上选择。治疗前后的差

值即为该项症状疗效。因为是患者自己的体会，因此相对客

观。

上述两种资料均为计量资料。至于精神症状和性功能、性

心理症状的定量方法，已有专用的国际统一量表，不在本文讨

论范围。

0 中医症状疗效分级的建议

0L+ 计算 （某项症状的治疗前量化值6治疗后量化值）

O差值；受试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各项症状量化变量合并（两组

在设计时应该均衡），计算标准差。

0L0 症状改善标准 某项症状无改善（8AFE@?$A$">）：差

值!+倍标准差；某项症状有改善：+倍标准差!差值!+L-.倍

标准差；某项症状显著改善：+L-.倍标准差"差值。某项症状

完全缓解：治疗后症状严重度O1。

4 中医症状疗效用改善比表达的建议

中医症状疗效的改善比（8AFE@?$A$">EB>8@）计算公式：改

善比O（某项症状治疗前量化值6治疗后量化值）／治疗前量化

值。

改善比组间比较方法：异常数据检验，正态性检验，方差齐

性检验，!或!P检验，推论两组间的改善比差异有无显著性。

利用改善比组间比较的统计学方法推论两组间的改善比

差异有无显著性，是评价疗效的另一方面，与疗效分级评定的

意义不同。

2 讨论

2L+ 已经发表的中医症状研究资料常用1分、+分、0分、

4分表示症状的无、轻、中、重，即量表积分法。该法的1、+、0、4
是医生事先制定的，相当于6、Q、QQ、QQQ，这是等级计数

资料，既不能计算每项和各项症状的代数和（总积分），也不能

用计量资料假设检验的!检验、!P检验，方差分析及"检验，只

能用非参数统计法逐项分析症状。我们提出的量化值则都是

以患者为中心收集的计量资料，可以选择相应的计量资料统计

分析方法。

2L0 如果都按照我们建议的症状量化法作为统一的方

法，则为进一步的中医证候定量诊断、鉴别诊断（定量辨证），以

中医症状和证候作为中医药疗效评定标准的统一化，提供了前

提条件。

（收稿：011+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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