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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黄芪生地配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狼疮性肾炎的初步临床观察

李"明"马晶晶"赵雪丽"朱"芸

摘要"目的"观察药对黄芪生地结合糖皮质激素!

I'

"治疗狼疮性肾炎!

J6

"的疗效及对相关实验室指标

的影响# 方法"

9!

例
J6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9

例"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药对黄芪生地治

疗%对照组!

!G

例"以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为主的治疗$两组分别观察治疗
7

个月# 记录两组糖皮质激素用

量&撤减量及临床疗效&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活动指数!

KJ;E-)

"积分&不良反应及实验室指标# 结果"!

#

"两

组患者病情均得到不同程度缓解$激素能够逐渐减量$治疗组激素撤减量总量!

9"

!

!&

%

#!

!

$&

"

</

稍高于对照

组!

$%

!

G7

%

#&

!

7#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5 "9

"%且治疗组泼尼松用量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L M"5 "9

"$但治疗组治疗中因病情反复激素需加量的病例比率!

#7

!

""N

"显著低于对照组!

$$

!

$$N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O"5 "9

"%!

!

"两组患者治疗后
KJ;E-)

积分$炎症指标$肝&肾功能$血糖$血电解

质$血&尿常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5 "9

"$

!$ P

尿蛋白定量治疗组'!

#

!

"7

%

"

!

!!

"

/HJ

(明显低于对照

组'!

#

!

$&

%

"

!

99

"

/HJ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O"5 "9

"%!

&

"两组患者在柯兴综合征&感染&胃肠道出血&精神神

经症&心血管异常及股骨头坏死例数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5 "9

"$但失眠&潮热&虚汗&肥胖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L O"5 "9

"# 结论"应用黄芪生地配合激素治疗
J6

$能减少激素的用量及

其引起的部分不良反应$有利于激素的撤减和病情的稳定#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糖皮质激素%药对%黄芪%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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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0 R8SPQ>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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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见的自身

免疫性肾病"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0?018<>D 4.S.0 8Q?

$

1P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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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常见类型"长期有效剂量的糖皮质

激素$

/4.D3D3Q1>D3>@

"

I'

%应用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如何减少激素用量"减少不良反应以维持疗效已成为临

床上普遍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观察了药对黄芪配生地

在西医治疗基础上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

J6

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标准"参照
#::G

年

美国风湿病协会$

-U-

%修定的
J6

诊断标准&

#

'

"病情

活动性参照
#::G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

-U-

%修定的

KJ;

病情活动指数$

KJ;E-)

%积分标准&

#

'

) 中医辨证

标准参照文献&

!

')

!

"纳入标准"$

#

%符合诊断标准($

!

%中医辨证

为肝肾阴虚证($

&

%年龄
#$

(

7"

岁($

$

%知情同意)

&

"排除标准"合并有糖尿病*肾功能衰竭等其他

疾病者(并发狼疮性肺炎*重症神经精神性狼疮等需糖

皮质激素冲击治疗的患者)

$

"一般资料"

9!

例患者均为山东省潍坊市人民

医院风湿免疫科
!""%

年
#!

月+

!"#"

年
#!

月就诊

的初治
J6

患者"均为女性"随机分为
!

组"其中治疗

组
!9

例"病程
!7

个月者
:

例"

7

(

#!

个月者
#$

例"

病程
M#!

个月者
!

例"平均病程$

9

!

&

%

$

!

7

%个月(年

龄
#9

(

$"

岁"平均$

!!

!

&

%

#$

!

&

%岁(重度活动期
:

例"轻中度活动期
#!

例"缓解期
$

例) 对照组
!G

例"

病程
!7

个月者
#"

例"

7

(

#!

个月者
#$

例"病程
M

#!

个月者
&

例"平均病程$

9

!

$

%

$

!

9

%个月(年龄
#G

(

$&

岁"平均$

!&

!

#

%

#$

!

9

%岁(重度活动期
#"

例"轻

中度活动期
#&

例"缓解期
$

例) 两组年龄*病程和病

情活动性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有意义$

L M"

!

"9

%)

9

"治疗方法"对照组#初始皮质激素用量# 重度

活动期患者泼尼松初始量为
#

!

! </H

$

c/

!

@

%"中度

活动期为
"

!

% </H

$

c/

!

@

%" 稳定期为
"

!

7 </H

$

c/

!

@

%)每周减
9 </

"减至
#"

(

#9 </H

$

c/

!

@

%维

持治疗至观察终点) 如症状无缓解或
KJ;E-)

积分不

降低"则在本阶梯持续服药至缓解) 如治疗过程中"出

现乏力*发热*血沉$

;KU

%升高*尿蛋白加重"观察
#

周仍不恢复并排除感染者"激素用量加当前用量的

!"N

"病情稳定后继续减量) 同时应用环磷酰胺
"

!

$

/

$

"

!

! /H

支"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产%加
"

!

:N

氯化

钠溶液
#"" <J

每
!

周静脉滴注
#

次"硫酸羟氯喹

!"" </H@

$

!"" </H

片"上海中医制药有限公司产%"

辅助治疗包括改善血液循环抗凝药如低分子肝素*并

补充钙剂及活性维生素
E

) 治疗组#治疗方案同对照

组"另加服中药药对#黄芪配生地各
$" /

"水煎取汁

!9" <J

"每日
#

剂"分早*晚
!

次服用"两组均连续治

疗观察
7

个月)

7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7

!

#

"治疗前后每两周各记录
#

次血压*

;KU

*

'

反应蛋白$

'UL

%*免疫球蛋白
I

$

)/I

%*补体
&

$

'&

%*

血常规*

!$ P

尿蛋白定量$

!$ P\Ld

%"并行
KJ;E-)

积分记录)

7

!

!

"泼尼松用量"记录从治疗开始的第
#

天至

治疗结束的第
#%"

天的用量"计算出
7

个月内的总量

及总撤减量)

7

!

&

"测量心率*体重"检查有无真菌*细菌等感

染"记录胃肠道症状及失眠*烦热*虚汗*乏力*腰膝酸

痛等症状) 安静状态下心率增加
!"N

*空腹体重增加

!"N

判定有临床意义变化(口腔*阴道涂片检出真菌

判定浅表真菌感染(痰液*血液*尿液培养出真菌判定

深部真菌感染(有器官特异症状抗生素应用有效或细

菌学阳性判定细菌感染)

G

"统计学方法"采用
KLKK #G5 "

统计软件包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数据采用
V

%

0

表示( 两样本计量

资料采用
1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L O"

!

"9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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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疗效比较"两组患者均呈现病情缓解"无

病情加重及死亡者)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KU

*

'UL

及
KJ;E-)

积

分比较$表
#

%"两组治疗后
;KU

*

'UL

及
KJ;E-)

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

L O"

!

"9

%(且治疗组低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

!

"9

%) 观察期内

达到维持治疗量的例数"治疗组
!"

例"对照组
!&

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

"&

"

L M"

!

"9

%)

表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KU

*

'UL

及

KJ;E-)

评分比较"$

V

%

0

%

组别 例数 时间
;KU

$

<<HP

%

'UL

$

</HJ

%

KJ;E-)

$分%

治疗
!9

治疗前
$$

&

&7

%

#G

&

$7 #:

&

G$

%

9

&

#: #!

&

&9

%

!

&

!!

治疗后
!"

&

7"

%

#$

&

&!

"

#!

&

$!

%

$

&

$"

"

7

&

7&

%

#

&

$7

"

对照
!G

治疗前
$9

&

!&

%

#7

&

9# #%

&

#&

%

$

&

G% #!

&

$!

%

!

&

#:

治疗后
!#

&

&9

%

#7

&

!9

"

#&

&

9!

%

9

&

!9

"

G

&

#&

%

#

&

9: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L O"

!

"9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使用量及撤减情况比

较$表
!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激素用量均减

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O "

!

"9

%(但两组治疗后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

!

"9

%) 治疗后治疗组每

日激素撒减量大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

"

!

"9

%(治疗过程中因病情反复而需要增加激素用量

的"治疗组
$

例$

#7

!

""N

%"对照组
#!

例$

$$

!

$$N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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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使用量及

撤减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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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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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患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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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J6

患者的预后明显改善"但大量应用
I'

带来明显的不良反应"如何配合中药治疗"达到减毒增

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是临床上值得研究的方向)

中医学认为"气血失和*邪毒内郁化热为
J6

发病

的主要机制"在活动期*慢性缓解期的大部分病程阶段

均表现为一种以肝肾阴虚为本"毒*热*瘀为标的虚实

兼夹之证&

&

'

) 所以滋阴益肾是治疗
J6

的主要法则"

特别在巩固维持治疗阶段&

$

'

)

J6

的治疗一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研究热

点"国内多项临床研究发现中药的应用能增加疗效"减

少药物不良反应) 金培志等&

$

'观察了滋阴狼疮胶囊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激素撤减中作用"刘矗等&

9

'运用中

医辨证论治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激素撤减和缓解

皮质类固醇激素不良反应方面做了研究"温成平等&

7

'

观察解毒祛瘀滋阴法配合激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及

其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作用"均发现中医解

毒祛瘀滋阴法结合激素治疗
KJ;

不仅能提高临床疗

效"而且在减轻激素不良反应*防治并发症方面不良反

应具有一定优势)

药对是用两种性质*作用相同或相对的药物构成

的组合"它通过药物的合理配对"改变或调整药物原有

的功效主治"取得一种新的*更佳的治疗效果) 在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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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为主的时代"药对因其简单*明晰*易于理解*便于

使用"受到临床医生的欢迎)

生地甘寒"滋养肝肾阴血"现代药理研究显示"生

地对肾上腺皮质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G

'

) 动物实验证

明"生地能对抗连续服用地塞米松后血浆皮质酮浓度

下降效应"并能防止肾上腺皮质萎缩"促进肾上腺皮质

激素合成"同时若与
I'

合用"可减少激素引起的阴虚

阳亢的不良反应&

%

'

黄芪甘温"功能补气固表"利水消肿"是一种具有

免疫调节作用的中药" 能增强活血化瘀药物的功效"

降低尿蛋白&

:

'

) 黄芪富含微量元素硒可能与其控制

肾性蛋白尿有关"还能通过多种途径保护肾小球基底

膜的电荷屏障和机械屏障"降低蛋白尿&

#"

'

) 原春辉

等&

##

'发现在动物模型中黄芪预处理可以减轻肾脏损

伤"改善肾功能) 卢跃卿&

#!

'研究发现黄芪可提高降尿

蛋白作用"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药

理研究也表明"黄芪对非特异性免疫*体液免疫*细胞

免疫均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

'

)

含生地*黄芪配伍的中药方剂"广泛用于糖尿病的治

疗"以活血化瘀*补益正气为最基本的功效&

#$

'

"这正是在

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及
KJ;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治

疗中主要的治疗法则) 孙智霞&

#9

'应用生地为主的中药配

合慢作用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发现临床疗效较好)

本临床观察中"治疗过程中因病情反复而需要增

加激素用量的患者例数治疗组明显少于对照组) 提示

黄芪生地药对在减少
I'

用量方面药对有一定效果)

可能是中药药对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本

身"提高其神经内分泌网络的自身调节功能"促进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

-'*Z

%的分泌"从而激发和升高内源

性皮质类固醇$

'K

%的水平&

$

"

9

'

)

在临床不良反应方面"单纯西药对照组柯兴综合

征*感染*其他胃肠道症状的发生率高于加服中药的治

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L M"

!

"9

%"而治疗组在改

善烦热*潮汗*失眠及肥胖等症状方面明显优于单纯西

药对照组) 提示配合中药能减少
I'

引起的不良作

用"利于
I'

的撤减和病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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