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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感染性腹泻中医证型分布

叶青艳$陈建杰$周$华$凌琪华$王$倩$陈$洁$杨$涛$董亚男$申$弘

摘要$目的$观察急性感染性腹泻患者症候及证型分布特点! 方法$运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对
6$7

例

急性感染性腹泻患者症候及证型在不同季节#性别中的分布进行分析! 结果$

6$7

例急性感染性腹泻患者症状

以食欲不振$

%F#

例%

F#

!

G6H

&'#倦怠乏力$

%7"

例%

D7

!

!DH

&'#腹痛$

%%F

例%

D!

!

$GH

&'#里急后重$

%!7

例

%

$G

!

FGH

&'#肛门灼热$

!D$

例%

7G

!

%7H

&'#恶心$

!7F

例%

77

!

6FH

&'#泻下急迫$

!6G

例%

7%

!

77H

&'#小便短

黄$

!6"

例%

7#

!

$#H

&'#口渴$

!#"

例%

67

!

#$H

&'#腹胀$

!"$

例%

66

!

%"H

&'最常见! 证型分布依次为(肠道湿

热证$

!$F

例%

7D

!

$%H

&'#食滞肠胃证$

#"$

例%

!!

!

F"H

&' #寒湿犯表证$

6D

例%

#"

!

##H

&' #脾胃气虚证$

!%

例%

6

!

G7H

&' #寒湿困脾证$

!#

例%

6

!

7!H

&'! 肠道湿热证秋季发病比例最高 %

I J"

!

"#

&)寒湿犯表证冬季发

病比例最高 %

I J"

!

"#

&)寒湿困脾证女性患者较男性多%

I J"

!

"#

&"且秋季发病比例最高 %

I J"

!

"7

&)食滞肠

胃证冬季发病比例最高 %

I J"

!

"#

&! 结论$急性感染性腹泻肠道湿热证多见! 肠道湿热证#寒湿困脾证均在

秋季发病率高"寒湿犯表证#食滞肠胃证均在冬季发病率高! 寒湿困脾证在女性患者更多!

关键词$急性感染性腹泻)中医证型)症候)季节)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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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腹泻是由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物或寄生虫引

起的以腹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肠道传染病, -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将除霍乱/痢疾/伤

寒/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归为其他感染性腹泻"为

丙类传染病之一" 连续腹泻不超过
#6

天为急性腹

泻*

#

+

, 感染性腹泻以高发病率和流行广泛为特点"在

世界各地均有发生"在中国感染性腹泻病的发病率位

居肠道传染病的首位, 急性感染性腹泻属于中医学

$泄泻%/$暴泻%范畴"本研究对
6$7

例急性感染性腹

泻患者症候特点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分型标准$急性感染性腹

泻诊断参照-感染性腹泻诊断与治疗.

*

!

+

#&

#

'每日排便
!

%

次/粪便性状异常"可为稀便/水样便/黏液/脓血或血,

&

!

'可伴恶心/呕吐/腹痛/发热/全身不适"病情重者可伴

脱水/酸中毒/休克等, &

%

'粪便常规检查#稀便/水样便/

黏液便/脓血便或血便"镜检可有多量红/白细胞"少量或

无红/白细胞, &

6

'参考流行病学史"结合血常规检查,

中医辨证分型参照-中医消化病诊疗指南.

*

%

+分为以下
7

型#&

#

'寒湿犯表证, 主症#泻下大便清稀如水样"苔薄白

或白腻"脉浮, 次症#腹痛肠鸣"脘闷食少"恶寒发热"鼻

塞/头痛/肢体酸痛, &

!

'寒湿困脾证, 主症#泻下大便清

稀(舌淡苔白腻或白滑"脉濡滑, 次症#腹痛肠鸣"肢体困

重"脘闷食少"倦怠乏力"畏寒, &

%

'肠道湿热证, 主症#

腹痛腹胀"暴注下泻"粪色黄褐秽臭(舌红苔黄腻, 次症#

身热口渴(肛门灼热(小便短赤(脉滑数, &

6

'食滞肠胃

证, 主症#大便臭如败卵"泻下不爽(泻后痛减(舌苔垢浊

或厚腻, 次症#脘腹胀痛(嗳腐吞酸(呕吐馊食(大便伴有

不消化食物(脉滑, &

7

'脾胃气虚证#主症#大便溏薄"夹

有不消化的食物(饮食稍有不慎即泻或加重(舌质淡"苔薄

白, 次症#脘腹痞满(食少纳呆(神疲倦怠(脉弱, 主症
#

项加次症
!

项即可辨证,

!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符合诊断标

准(&

!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合并有心/

肝/肺/肾/内分泌代谢系统/神经系统/造血系统严重

疾病(&

!

'既往有明确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易

激综合征等病史(&

%

'患者对自觉症状不能正确描述(

&

6

'精神病患者,

%

$一般资料$本项研究获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6$7

例均为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肠道门诊
!"#%

年
#

)

#!

月急性感

染性腹泻患者, 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

例, 年龄

#!

%

F!

岁"平均年龄&

%%

&

#!

'岁, 病程
#

%

D! ?

"平

均&

!$

&

#$

'

?

,

6

$调查方法$观察患者中医症候"参照-常见症状

中医鉴别诊疗学.

*

6

+

/-中医病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

分.

*

7

+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

+等"选取急性感染性

腹泻症状并结合文献分析筛选出
%#

个常见症状#泻下急

迫/泻下不爽/泻下臭腐/泻下清稀/发热/寒战/精神萎靡/

面色少华/皮肤弹性差/腹胀/腹痛/肠鸣/里急后重/肛门

灼热/小便短黄/口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烦躁/神志不

清/倦怠乏力/肢体困重/肢体酸痛/失眠/畏寒肢冷/汗出/

头晕眼花/头痛/鼻塞/流涕, 制定急性感染性腹泻调查

表, 根据目前通用方法划分四季"

%

%

7

月为春季"

$

%

F

月为夏季"

G

%

##

月为秋季"

#!

%

!

月为冬季,

7

$统计学方法$应用
OIOO #F

!

"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偏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

构成比用
!

!检验,

I J"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患者症状分布&表
#

'$

%#

项症状中"频次排

名前
#"

位症状分别为#食欲不振/倦怠乏力/腹痛/里

急后重/肛门灼热/恶心/泻下急迫/小便短黄/口渴/

腹胀,

表
#

$急性感染性腹泻患者前
#"

位症状分布

症状 例数 比例&

H

' 症状 例数 比例&

H

'

食欲不振
%F# F#

'

G6

恶心$$

!7F 77

'

6F

倦怠乏力
%7" D7

'

!D

泻下急迫
!6G 7%

'

77

腹痛$$

%%F D!

'

$G

小便短黄
!6" 7#

'

$#

里急后重
%!7 $G

'

FG

口渴$$

!#" 67

'

#$

肛门灼热
!D$ 7G

'

%7

腹胀$$

!"$ 66

'

%"

!

$患者证型分布$患者各证型比例由高至低分

别为肠道湿热证*

!$F

例&

7D

!

$%H

'+/食滞肠胃证

*

#"$

例 &

!!

!

F"H

'+ / 寒 湿 犯 表 证 *

6D

例

&

#"

!

##H

'+ /脾胃气虚证*

!%

例&

6

!

G7H

'+/寒湿困

脾证*

!#

例&

6

!

7!H

'+,

%

$各证型性别比例分布&表
!

'$寒湿困脾证女

性患者较男性多 &

I J"

!

"#

'(寒湿犯表证/肠道湿热

证/食滞肠胃证/脾胃气虚证男女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I d"

!

"7

',

6

$各证型发病季节分布&表
%

'$寒湿犯表证冬

表
!

$各证型性别比例分布$*例&

H

'+

证型 例数 男 女
!

!

I

寒湿犯表
6D !!

&

6$

'

F

'

!7

&

7%

'

!

'

#

'

#6G "

'

#DG

寒湿困脾
!# 7

&

!%

'

F

'

#$

&

D$

'

!

'

F

'

#DG "

'

""6

肠道湿热
!$F #7#

&

7$

'

%

'

##D

&

6%

'

D

'

#

'

#DF "

'

#$#

食滞肠胃
#"$ $7

&

$#

'

%

'

6#

&

%F

'

D

'

!

'

F"G "

'

"7F

脾胃气虚
!% G

&

%G

'

#

'

#6

&

$"

'

G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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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各证型发病季节分布$*例&

H

'+

证型 例数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

!

I

寒湿犯表
6D #"

&

!#

'

%

'

F

&

#D

'

"

'

%

&

$

'

6

'

!$

&

77

'

%

'

%#

'

7%" "

'

"""

寒湿困脾
!# #

&

6

'

F

'

7

&

!%

'

F

'

#!

&

7D

'

#

'

%

&

#6

'

%

'

F

'

7"D "

'

"%D

肠道湿热
!$F 6!

&

#7

'

D

'

FG

&

%%

'

!

'

G%

&

%6

'

D

'

66

&

#$

'

6

'

%!

'

%!" "

'

"""

食滞肠胃
#"$ !!

&

!"

'

F

'

!#

&

#G

'

F

'

!7

&

!%

'

$

'

%F

&

%7

'

F

'

#!

'

"D" "

'

""D

脾胃气虚
!% D

&

%"

'

6

'

6

&

#D

'

6

'

D

&

%"

'

6

'

7

&

!#

'

D

'

%

'

!!" "

'

%7G

季发病比例最高&

I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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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从症状/证型"研究急性感染性腹泻的证型

分布"及在不同人&性别'/不同季节中的分布特点,

本研究显示患者的症状分布排列在前
#"

项的分别是

食欲不振/倦怠乏力/腹痛/里急后重/肛门灼热/恶心/

泻下急迫/小便短黄/口渴/腹胀"以消化道症状为主,

急性感染性腹泻属中医学$泄泻%/$暴泻%/$痢

疾%等范畴"一般认为本病的发生与外邪/饮食/起居

关系密切"而外邪中主要有寒/湿/热/暑等邪气, 本病

的特点是起病急"正如-素问玄机原病式.所言#$暴

注"卒暴注泄液"胃肠热甚而传化失常"火性疾速"故如

是也%

*

D

+

, 因而在湿邪是主要的致病因素"又以火/热

之邪多见, 肠道湿热证在本次临床调查中出现频率居

首位*

!$F

例&

7D

!

$%H

'+, 这一证型形成既有疾病本

身因素"又有环境因素及患者自身因素, 感染性腹泻

具有地区流行差别"以气温较高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发

病率为高*

F

+

, 本研究所有病例均来自上海"上海地处

我国东部沿海"北亚热带南缘"气候温和湿润"同时民

众嗜食生冷肥甘之味"易伤脾胃"脾失健运" 湿浊内

生"人处天地之间"易受外界影响"湿易由内而生亦可

由外而侵, 因而以肠道湿热证型最为多见,

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时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 临床中根据

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选择治疗用药的原则"称之为

$因时制宜%, 本研究结果显示肠道湿热证/寒湿困脾

证均在秋季发病率高"寒湿犯表证/食滞肠胃证均在冬

季发病率高, 六淫致病常有明显的季节性"春季多风

病"夏季多暑病"长夏多湿病"秋季多燥病"冬季多寒

病, 因而肠道湿热证在秋季发病率高"寒湿犯表证在

冬季发病率高, 又因秋季"气候由炎热转凉"故而又以

寒湿困脾证多见, 冬季人们饮食量普遍偏多以御寒"

则见食滞肠胃证,

-内经.早在阐述阴阳时确立了男女性别的差异"

男女有别"其体质强弱亦有不同, 男属阳"女属阴, 本

研究结果显示寒湿困脾证在女性患者更多, 女性患者

更易感受寒湿等阴寒之邪, 在临床辨证过程中"结合

患者性别/发病季节等因素"有助于证型的判别及选方

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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