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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三甲散对血管性痴呆病患者

智能状态的调节作用
刘 涛1 王灿晖1 杨 进1 吴瑞枝2 邵风扬3 姚文龙4 夏 晨4

摘要 目的 研究改良三甲散对血管性痴呆病(VD)的治疗作用。方法 治疗组37例，改良三甲散煎

服，每天1剂；对照组31例，脑复康每次0．89，每天3次口服；疗程3个月。观察指标为长谷川痴呆量表

(HDS)、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MMSE)及MMSE分项记分，智商、记忆商。结果 改良三甲散能提高患者

HDS、MMSE测试总成绩和MMSE单项计分成绩(P<0．05或P<0．01)，改善患者的痴呆状态(P<0．05)，

提高患者的智商(P<0．05)和记忆商(P<0．01)。结论 改良三甲散具有一定的益智、抗痴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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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modified Sanjiasan decoction(MSD)on vas—

cular dementia(VD)．Methods Thirty—seven 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 were giVen MSD，one dosage each

day，and 3 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oraUy Naofukang 0．8 g three times a day． The

treatment course如r both groups was three months．The indices as Hasegawa dementia scale(HDS)，mini men—

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and its subentries，intelligence quotient(IQ)and memory quotient(MQ)were

examined．Results MSD could improve the scores of HDS，MMSE and its subent“es(P<0．05 or P<0．01)，

ameliorate dementia state and enhance IQ(P<0．05)and MQ(P<0．01)in patients with VD．

Conclusion MSD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inteUigence benefiting and dementia antagonizing．

Key words modified Sanjiasan decoction；vascular dementia；psychic rating scale

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是由于脑血

管病变引起的以脑组织退行性变性，中枢神经系统高

级功能全面衰退为主要表现的老年常见疾病。目前中

医药对本病的治疗主要采用活血化瘀，涤痰通窍，益气

养血，滋养肝肾等方法。在改善脑循环，增加脑血流

量，纠正脑缺血，改善患者的智能状态等方面具有一定

作用。

改良三甲散是在明、清温病学家吴又可、薛生白的

古方“三甲散”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运用体会，在药物

组成方面加以优化，以虫类逐瘀药和介类重镇药为主

配伍组成，具有滋补肾阴、填精益脑、活血化痰、开窍益

智的作用。我们以该方治疗血管性痴呆病患者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现将本方对血管性痴呆病患者精神评定

量表的影响报告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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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病例选择参照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精神

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一Ⅲ)的标准⋯和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一2一

R)旺3以及1990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老年医学分

会和内科学会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老年期痴呆专题学术

研讨会上修订的诊断标准∞。选择病例。

所有病例治疗前经长谷川痴呆量表(HDS)、简易

智力状态检查表(MMSE)评定符合痴呆的诊断标准，

并经赫金斯基缺血指数量表(HIS)评定均符合血管性

痴呆的诊断标准。

2 临床资料 本研究2001年9月一2004年8

月，共观察血管性痴呆病患者68例，全部病例均为门

诊患者，按随机排列表随机分为两组，改良三甲散治疗

组37例，其中男21例，女16例；年龄50～78岁，平均

(65．6±13．7)岁；病程0．5～5．0年，平均(2．9±1．5)

年。脑复康对照治疗组31例，男19例，女12例；年龄

50～78岁，平均(65．3±13．4)岁；病程0．5～5．0年，

平均(2．8±1．3)年。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和病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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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3观察指标

3．1 HDS检测 采用张继志¨。的修改版本。共

11项记分指标，采用正向记分法，满分为32．5分，根

据得分的高低分为痴呆、可疑痴呆、边缘状态、正常4

级。

3．2 MMSE采用张明园¨3修订版。MMSE共

计30个项目，共30分，分别检查患者的定向能力、记

忆能力、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等；根据得分的高低分为

重度、中度、轻度、正常。

3．3智商(IQ)和记忆商(MQ) 分别采用韦氏

成人智力量表(WAIS)、韦氏记忆量表(wMS)，对24

例改良三甲散治疗组患者和20例脑复康对照治疗组

患者于心理检查室进行智商和记忆商评定。

4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改良三甲散，每天1

剂，水煎，分2次早晚分服，改良三甲散的组成及药量

比例为龟甲1．5：鳖甲1．5：廑虫1：地龙1：石菖蒲2：何

首乌2；对照治疗组口服脑复康片(南京第二制药厂生

产)，每次0．89，每天3次，疗程3个月。

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数据

资料采用￡检验，秩和检验。

结 果

1 两组治疗前后HDS和MMsE评分比较 见

表1。治疗前两组患者HDS、MMSE的分值差异无显

著性(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改良三甲散

和脑复康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HDS、MMSE分值均

增加，差异有显著性(P<0．05或P<0．01)。治疗后

两组间HDS、MMSE的分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0．05)，说明改良三甲散能够提高HDS、MMSE评分，

其作用强度与脑复康相似。

表1 两组治疗前后HDs、MMsE评分比较(分，i±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O．05，”P<0．01

2两组治疗前后HDS和MMSE评定分级的比

较见表2。改良三甲散治疗前后，HDS和MMSE评

定的痴呆分级状态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改

良三甲散能改善HDS和MMSE评定的痴呆程度。脑

复康治疗前后，HDS评定的痴呆分级状态差异有显著

性(P<O．05)，MMSE评定的痴呆分级状态差异无显

著性(P>0．05)。提示脑复康能改善HDS评定的痴

呆程度。

表2 两组治疗前后HDS、MMSE评定分级的比较 (例)组别篓时间丽蒜筹‰蒜篆鬻斋
改良三甲散37治疗前15 20 2 O 14 19 4 0

治疗后10 15 9 3 9 15 10 3

脑复康 31治疗前12 17 2 0 11 17 3 0

塑堑亘 ! !! ! ! ! !! ! !

注：秩和检验：HDS评定分级：改良三甲散组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

H=4．70，P<O．05；脑复康组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H=4．20，P<

0．05；MMsE评定分级：改良三甲散组治疗前与治疗后比较，H=4 31，

P<0．05；脑复康组疗前与疗后比较，H=2．55，P>0．05

3两组治疗前后MMSE分项评定分值比较 见

表3。治疗前两组患者时间空间定向、地点定向、即刻

记忆、短程记忆(回忆)，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的值无明

显差异(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改良三甲

散和脑复康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患者的时间空间定

向和地点定向的能力均无明显变化(P>0．05)。即刻

记忆、短程记忆、计算能力的分值均增加，差异均有显

著性(P<0．05或P<0．01)；在语言能力方面，改良三

甲散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性(P<0．01)，脑复康治疗

前后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两组间各项分

值的变化无明显差异(P>0．05)。说明改良三甲散能

够提高血管性痴呆病患者即刻记忆、短程记忆、计算、

语言能力，其作用强度与脑复康相似。

4两组治疗前后IQ和MQ比较见表4。治疗

前两组患者IQ和MQ水平差异无显著性(P>0．05)，

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改良三甲散和脑复康治疗后与

治疗前比较，IQ和MQ的分值均增加，差异有显著性

(P<0．05或P<0．01)；治疗后两组间IQ和MQ的

分值差异无显著性(P>0．05)。提示改良三甲散和脑

复康能够提高血管性痴呆病患者的IQ和MQ水平，

且两者的作用强度相似。

表3 两组治疗前后MMsE分项评定分值比较(分，孟±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O．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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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治疗前后IQ和MQ比较 (分，孟±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

5不良反应 两组在整个疗程中未发现明显的

不良反应。

讨 论

血管性痴呆病(VD)是由于脑血管病变引起的以

脑组织退行性变性，中枢神经系统高级功能全面衰退

为主要表现的老年常见疾病。临床发现，在老年期痴

呆中以血管性痴呆病和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

ease，AD)最为多见，也有二者共有的混合性痴呆。精

神评定量表是精神科疾病诊断和疗效判定的重要方法

之一，能简明、客观、准确地描述疾病，使研究工作具有

可比性和可重复性。在精神科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中，

量表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长谷川智能量表由日本学者

长谷川和夫于1974年编制，该量表方法简易，操作方

便，且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相仿，适合东方民族老年人群

使用，在我国使用甚广，我们采用的是北京张继志的修

改版本；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MMsE)由Folstein于

1975年编制，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的标准化智力状

态检查工具之一，被作为不少综合检测工具的组成部

分，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国内有张明园和李格两种

中文修订版本，我们采用的是张明园修订版。韦氏成

人智力量表(wAIS)和韦氏记忆量表(wMS)是l临床最

为常用的检查智商和记忆商的工具。

智能障碍是痴呆病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主要表现

为患者分析、综合和判断能力，以及通过实践活动，学

习和掌握知识，认识和理解事物，并运用既往获得的知

识和经验来分析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概念能力的全面

下降。中医学理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记忆及聪明智

慧与心、肾和脑密切相关，强调心肾亏虚、脑髓不足是

引起本病的主要因素，因而治疗十分注重养心补。肾固

本。另一方面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中均证实本病与“瘀

血”、“痰浊”直接相关。我们认为：血管性痴呆病的病

变机理有虚实两个方面，虚主要表现为。肾精亏损，实主

要为瘀血、痰浊留滞于脑，蒙蔽清窍。且在病变过程中

虚和实两方面的病理变化大多相互影响，同时并存，从

而表现为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因而滋肾、活血、化痰

是治疗本病重要的方法，改良三甲散是融滋补肾精、活

血祛瘀、化痰开窍三法于一体的方剂，其中鳖甲、龟板

滋补肝肾真阴，重镇潜阳安神，填补脑髓之虚；地龙、廑

虫活血通络，祛除机窍、经脉之痰瘀；石菖蒲涤痰开窍，

健脑益智；何首乌滋养肝肾，养心安神。将补肾、活血、

涤痰的治疗思想集中地体现于方中，并将介类重镇药

与虫类活血通经药有机结合，寓通于补，寓补于泻，具

有鲜明的组方特点，其功效和主治符合血管性痴呆病

的病证特点。研究发现改良三甲散能够降低东莨菪

碱、乙醇诱导的学习记忆障碍小鼠电迷宫测试成绩¨。，

降低东莨菪碱诱导的学习记忆障碍小鼠脑一氧化氮

(NO)的含量和一氧化氮合酶(NOS)的活性¨1，提高利

血平诱导的拟痴呆小鼠脑中单胺类神经介质多巴胺

(DA)，去甲肾上腺素(NE)，五羟色胺(5一HT)含量、7。，

能够提高D一半乳糖诱导的亚急性衰老小鼠脑内蛋白

质的含量，脑乳酸脱氢酶(LDH)的活性，提高脑内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降低脑内丙二醛(MDA)

的含量旧’。改良三甲散中的石菖蒲对多种学习记忆障

碍模型都有改善作用，其挥发油|3一细辛醚是其最主要

的有效部位，能抑制脑内乙酰胆碱酯酶活力、提高脑内

乙酰胆碱水平，诱导c～jun基因表达∽’。何首乌能够提

高实验性AD大鼠海马SoD的活性，降低MDA的含

量，改善实验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u⋯；通过损伤基底

前脑不同部位胆碱能神经元建立胆碱能系统损伤大鼠

模型，观察何首乌对毁损实验组的ACh神经元的保护

作用的研究发现，何首乌喂饲组比非何首乌喂饲组基

底前脑中的Meynert核数量多，且细胞完整无破坏，其

投射到海马及大脑皮质的Ach E纤维数目多，纤维形

态无破坏H川。我们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改良三甲散

能够明显提高血管性痴呆病患者的HDS和MMSE评

定分值，改善患者痴呆的程度，提高患者的记忆、计算、

语言能力以及智商和记忆商水平，改善患者的智能状

态，提示改良三甲散具有较好的益智、抗痴呆作用，是

治疗血管性痴呆病的有效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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