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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盆宁颗粒治疗慢性子宫内膜炎的

临床随机对照观察

周倩茹#陈梦燕#汪明德

摘要#目的#探讨盆宁颗粒治疗慢性子宫内膜炎的作用机制! 方法#将符合纳入标准的
&H

例患者应用

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盆宁颗粒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盆宁颗粒组给予盆宁颗粒"红藤%败酱草%白花蛇

舌草%赤芍%当归%制乳香%制没药%三棱%莪术%皂角刺%丹参%柴胡%细辛%黄芪%穿山甲#

#"< IG

次$

!

次
G

天$连用
J

周&对照组给予左氧氟沙星
"

!

< I

$

#

次
G

天$甲硝唑片
"

!

< I

$

!

次
G

天$连用
#

周&两组治疗结束后均随访
"

!

<

年!

应用宫腔镜技术观察患者治疗前后内膜形态$并定点活检$分析炎症内膜中黏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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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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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氧诱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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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5N?> ?AO@D.O P>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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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

#!

#的表达情况! 从临床症状%宫腔镜表现%病理分析%分

子水平
J

个方面比较两组治疗效果! 结果#盆宁颗粒组临床症状改善显效率为
%#

!

&S

"

!#G!&

#高于对照组

'

$"

!

"S

"

%G#<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U"

!

"<

#&盆宁颗粒组减少子宫内膜间质内淋巴浆细胞

'E&H

浸润$疗效优于对照组"

T U"

!

"<

#&盆宁颗粒组显著降低
Q)R

"

#!

表达量$增加
,K'

"

#

的表达量$疗效优

于对照组"

T U"

!

"<

#! 结论#盆宁颗粒治疗慢性子宫内膜炎效果明显$且较单纯西药抗生素为优!

关键词#慢性子宫内膜炎&盆宁颗粒&黏蛋白$

#

&缺氧诱导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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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炎为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多见于流产)

产后)宫腔内手术操作及经期性生活后&

#

(

!反复感染

形成* 慢性子宫内膜炎$

DL35A?D .AO51.03?0?C

!

'=

%

的诊断较困难!若宫腔镜下见内膜血管增生)局部水肿

或息肉样增生者可初步判断存在子宫内膜炎!同时可

做定点活检进行最后确诊*

'=

的诊断金标准认为子

宫内膜间质存在浆细胞&

!

(

!但浆细胞的寻找仅根据常

规的组织染色技术比较困难&

&

(

* 有研究表明!浆细胞

中最特异性的表达是
'E&H

&

J

!

<

(

!故笔者将慢性子宫内

膜炎的诊断按常规的组织染色$

Q=

%结合免疫组化指

标
'E&H

来降低漏诊率*

现代医学对
'=

的治疗多选用抗生素!但长期应

用抗生素易形成耐药并可导致菌群紊乱而中医药对子

宫内膜炎的治疗效果明显&

$

!

;

(

*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免

疫组 织 化 学 分 析 发 现! 黏 蛋 白$

#

$

1@D?A

"

#

!

,K'

"

#

%)缺氧诱导因子$

#!

$

LM/5N?> ?AO@D.O P>D

"

0.3

"

#!

!

Q)R

"

#!

%等炎症因子与子宫内膜炎的发生有

关&

H

!

%

(

!尤其与亚临床子宫内膜炎有密切关系&

#"

(

*

,K'

"

#

是黏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对子宫内膜上皮细胞

具有保护作用!表达降低可削弱这种保护作用!造成炎

性细胞浸润&

##

(

*

Q)R

"

#!

是低氧应答的全局性调控因

子!缺氧使其表达增强!而慢性缺氧是造成组织慢性炎

症的常见原因&

#!

(

!故
Q)R

"

#!

能起炎症放大作用&

#&

(

*

故笔者认为
,K'

"

#

)

Q)R

"

#!

在子宫内膜局部的表达

对于内膜炎症疗效的评估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

!

#

#

'=

的诊断标准#参照参考文献&

#J

"

#;

(中

有关
'=

的诊断标准制定!即#$

#

%临床症状#月经失

调!表现为月经过多!经期延长!痛经!经间期出血!白

带增多或伴下腹轻微疼痛等'$

!

%宫腔镜可见#内膜充

血肿胀呈绛红色或火红色!上皮下血管网明显密集)增

多!严重者!充血遍布整个宫腔'$

&

%病理表现#子宫内

膜间质浆细胞浸润!大量淋巴细胞浸润或淋巴滤泡形

成!有时可见肉芽组织或纤维性变'$

J

%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
'E&H

阳性!表达于浆细胞的胞膜*

#

!

!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中医辨证参照+中医

妇科学,

&

#H

(为瘀热兼气虚证* 主症#$

#

%经行量多!或

经行时间延长!或经血非时暴下不止或淋漓不尽!或劳

累后带下色黄!质稠或下腹坠痛或婚久不孕' $

!

%经色

鲜红或紫黯' $

&

%经血质稠或夹有瘀块* 次症#$

#

%口

渴心烦' $

!

%小便黄' $

&

%大便秘结* 舌脉#舌暗红!有

瘀点)瘀斑!苔薄或黄!脉细或弦*

!

#纳入标准#$

#

%符合
'=

诊断及中医瘀热兼

气虚证'$

!

%年龄
!!

%

J<

岁'$

&

%所有患者均在试验

开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J

%均有性生活史'$

<

%尿妊

娠试验阴性'$

$

%无性病及真菌)滴虫感染等阴道急性

炎症'$

;

%入组前
&

个月未使用任何激素类药物'$

H

%

治疗前阴道超声未见宫腔异常回声)黏膜下肌瘤等器

质性病变'$

%

%治疗前
#

周无性生活*

&

#排除标准#$

#

%合并有心)脑)肝和造血系统

等严重的内科疾病'$

!

%过敏体质或对试验用药成分

过敏者'$

&

%有精神病史*

J

#一般资料#

&H

例均为
!"#&

年
&

月-

!"#<

年

#"

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兴医院$杭州市中医院%中

医妇科就诊患者* 均符合纳入标准* 应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对照组和盆宁颗粒组* 对照组
#<

例!年龄
!#

%

J!

岁!平均 $

!%

!

%#

&

J

!

#%

%岁'平均病程 $

;

!

<%

&

!

!

#&

%个月'疾病分布#月经间期出血者
$

例!经期延长

<

例!清宫术后残留
&

例!不规则子宫出血者
#

例* 盆

宁颗粒组
!&

例!年龄
!!

%

JJ

岁!平均 $

!H

!

""

&

!

!

!&

%岁'平均病程$

H

!

##

&

#

!

%%

%个月'疾病分布#月经

间期出血者
;

例!经期延长者
%

例!清宫术后残留
<

例!

不规则子宫出血者
!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T b"

!

"<

%* 本试验获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治疗方法#盆宁颗粒组#宫腔镜检查后予盆宁

颗粒$每袋生药组成#红藤
H I

#败酱草
H I

#白花蛇

舌草
#< I

#赤芍
H I

#当归
H I

#制乳香
& I

#制没

药
& I

#三棱
H I

#莪术
H I

#皂角刺
J I

#丹参
H I

柴胡
H I

#细辛
J I

#黄芪
H I

#穿山甲
J I

!应用冷冻

干燥喷雾新工艺!由江阴制药厂制成颗粒剂%!每袋

#"< I

!每次
#

袋!温开水调冲至
#"" 1_

口服!每天

!

次!疗程
J

周* 对照组#宫腔镜检查后予左氧氟沙星

&每片
"

!

< I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

!

< I

口服!每天
#

次!同时服甲硝唑片$每片
"

!

! I

!四川大

冢制药有限公司%

"

!

< I

口服!每天
!

次!疗程
#

周*

两组用药
#

个月后!月经来潮干净后
!

%

;

天复查宫

腔镜!再次摄片!并取患者的子宫内膜活检* 治疗结束

后随访
"

!

<

年*

$

#观察项目及检测方法

$

!

#

#临床疗效评价#根据+妇产科学,

&

#%

(标准

拟定!痊愈#月经情况恢复正常!下腹部坠痛症状消失!

白带或分泌物增多症状消失'有效#月经恢复情况较

好!下腹部坠痛感消失或不明显!白带或分泌物减少'

无效#以上症状无变化或加重*

$

!

!

#子宫内膜形态观察#参照 +妇产科学,

&

#%

(

相关标准制定* 痊愈#子宫内膜基本正常!镜下可见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3 !"#$

!

4567 &$

!

85

!

%

"!"#'$"

子宫内膜充血或粘连或异形血管等消失!子宫内膜

适当增厚'有效#子宫内膜充血面积及程度明显改

善!但局部仍有充血点'无效#内膜充血未见明显改

善或加重*

$

!

&

#宫腔镜检查#术前
"

!

< L

予阿托品针
"

!

<

1I

肌肉注射!嘱患者先排空膀胱!取膀胱截石位!常规

冲洗)消毒外阴及阴道后!插入宫腔镜!使用
<S

葡萄糖

膨宫!观察整个宫腔的形态以及子宫角和双输卵管开口

是否正常!内膜分布是否均匀!有无黏连息肉等改变*

对充血肿胀内膜做定点活检或搔刮整个宫腔取内膜!无

菌生理盐水漂洗后快速固定* 予体积分数
#"S

的甲醛

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厚
J"1

%

<

张!备用于
Q=

染色和

'E&H

)

,K'

"

#

)

Q)R

"

#!

的检测*

$

!

J

#子宫内膜病理组织情况#参考+宫腔镜学

及图谱,

&

#;

(相关标准制定* 痊愈#子宫内膜间质细胞

无浆细胞浸润!或少量淋巴细胞浸润'有效#子宫内膜

间质少数浆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无效#子宫内膜间质

仍有较多浆细胞浸润及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

!

<

#治疗前后子宫内膜
'E&H

)

,K'

"

#

)

Q)R

"

#!

检测

$

!

<

!

#

#

'E&H

检测#取患者的子宫内膜!采用常

规
Q=

染色!按试剂盒步骤完成$试剂盒由北京中杉金

桥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克隆号
-T'&!

%!参照参考文献

&

!"

(#在低倍镜下$

#""

'%寻找全切片子宫内膜组织

浆细胞聚集区!即染色密度最高的区域* 在高倍镜

$

J""

'%计算期内的浆细胞数目!由
!

名病理医师采

用双盲法对同一这切片计数!每张切片上分别选择

<

个不同的高倍视野!取两者计数的平均数作为

'E&H

的表达量*

$

!

<

!

!

#

,K'

"

#

)

Q)R

"

#!

检测#取患者子宫内

膜!按试剂盒步骤完成$试剂盒由北京中杉金桥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克隆号分别为
,WY

"

#;

)

Q#>6/L>$;

%!

采用半定量积分法&

!#

(

#高倍镜$

J""

'%下随机选取

<

个视野!每个视野计数
#""

个细胞!胞浆着色为阳

性!以着色强弱分为
J

个等级!无着色为
"

分!淡黄色

为
#

分!棕黄色为
!

分!褐色或棕褐色为
&

分!分别读

出各着色强度的细胞数!再计算
Q-'FW=

得分!

Q-'FW= c!T?

$

? d#

%'

? c"

!

#

!

!

!

&

'

T?

代表同一染色

强度的阳性细胞数占待测细胞总数的百分比!即
T? c

阳性细胞数'

#""SG

待测细胞总数'

#

为纠正系数*

;

#统计学方法#采用
-T-- #;

!

"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N

&

C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0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T U"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盆宁颗粒组痊愈
;

例!

有效
#J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为
%#

!

&S

$

!#G!&

%'

对照组痊愈
!

例!有效
;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为

$"

!

"S

$

%G#<

%*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c<

!

$;%

!

T U "

!

"<

%!盆宁颗粒组疗效优于对

照组*

!

#两组治疗前后宫腔镜结果比较$表
#

!图
#

%#

盆宁颗粒组共
!&

例!其中痊愈
#$

例!有效
J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为
H$

!

%$S

$

!"G!&

%'对照组共
#<

例!其

中痊愈
;

例!有效
#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为
<&

!

&&S

$

HG#<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 <

!

JH"

!

T U"

!

"<

%*盆宁颗粒组治疗前整个宫腔内膜充血肿胀

明显!以后壁为主!散在点状充血!内膜厚薄不一!分布

不均!呈暗红色!充血面积约占宫腔
!G&

'治疗后表现为

正常宫腔形态!内膜平滑!厚薄均匀!呈淡红色!腺体开

口较清晰* 对照组治疗前内膜充血肿胀呈绛红色!上皮

下血管网明显密集)增多!充血面积较大!几乎遍布整个

宫腔!治疗后内膜充血稍有好转!后壁内膜点状充血仍

极明显*

表
#

$两组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形态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时间 充血水肿 粘连 异形血管 厚薄不一

盆宁颗粒
!&

治疗前
#< $ $ ;

治疗后
J " & !

对照
#<

治疗前
#" & J J

治疗后
; # & &

##注#

Z

为盆宁颗粒组!其中
Z

#

为治疗前!

Z

!

为治疗后'

:

为

对照组!其中
:

#

为治疗前!

:

!

为治疗后

图
#

$盆宁颗粒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宫腔镜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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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3 !"#$

!

4567 &$

!

85

!

%

##

&

#两组治疗前后子宫内膜病理组织结果比较

$图
!

%#治疗前两组子宫内膜间质内有淋巴浆细胞聚

集!淋巴滤泡形成趋势* 经治疗后!子宫内膜间质内淋

巴浆细胞浸润减少!盆宁颗粒组更明显*

J

#两组治疗前后
'E&H

)

,K'

"

#

及
Q)R

"

#!

表达

量比较$图
&

!表
!

%#

'E&H

阳性表达于浆细胞的胞

浆!治疗前子宫内膜间质
'E&H

阳性聚集分布!治疗后

'E&H

阳性明显减少成散在分布或偶见*

Q)R

"

#!

表

达于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核内!治疗后

Q)R

"

#!

表达数量减少)着色变浅'

,K'

"

#

表达于腺上

皮或腔上皮顶端!治疗后
,K'

"

#

阳性着色强度变强!

阳性信号聚集变稠厚*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
'E&H

及

Q)R

"

#!

表达量均减少$

T U "

!

"<

%!

,K'

"

#

的表达量

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U"

!

"<

%* 与对照组比较!

治疗后盆宁颗粒组
'E&H

表达量减少明显'

Q)R

"

#!

表

达数量减少)着色变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U

"

!

"<

%'

,K'

"

#

阳性着色强度变强!阳性信号聚集变稠

##注#

Z

为盆宁颗粒组!其中
Z

#

为治疗前!

Z

!

为治疗后'

:

为

对照组!其中
:

#

为治疗前!

:

!

为治疗后

图
!

$两组治疗前后病理组织结果$$

Q=

染色! '

J""

%

##注#

Z

为盆宁颗粒组!其中
Z

#

为治疗前!

Z

!

为治疗后'

:

为对照组!其中
:

#

为治疗前!

:

!

为治疗后

图
&

$两组治疗前后
'E&H

)

,K'

"

#

及
Q)R

"

#!

表达量结果#$免疫组化!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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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治疗前后
'E&H

)

,K'

"

#

及
Q)R

"

#!

表达量比较#$

N

&

C

%

组别 例数 时间
'E&H

$

,4E

计数%

,K'

"

#

$

Q-'FW=

%

Q)R

"

#!

$

Q-'FW=

%

盆宁颗粒
!&

治疗前
J#

(

<$

&

&H

(

$! #$;

(

&!

&

J#

(

#< !JH

(

&#

&

J"

(

&H

治疗后
%

(

J%

&

H

(

J<

"#

&#"

(

&<

&

J!

(

$;

"#

#"#

(

J&

&

&%

(

%!

"#

对照
#<

治疗前
JJ

(

J&

&

!%

(

%& #;H

(

J<

&

J"

(

;! !<"

(

&;

&

J&

(

J;

治疗后
#%

(

<!

&

#J

(

!#

"

!<;

(

J#

&

J&

(

JH

"

#$#

(

$;

&

J#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T U"

!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T U"

!

"<

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U"

!

"<

%*

讨##论

子宫内膜炎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当自然防御功

能受损)机体免疫力下降或因分娩)流产)宫腔内手术

操作及经期性生活等感染机会存在时!子宫内膜暴露

于病原微生物的侵袭!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炎症反

应&

#

(

* 临床中可出现经期延长)阴道不规则出血)排

卵期出血)经前出血等月经改变!同时可伴有下腹疼

痛!腰骶酸痛)分泌物异味等症状!反复感染者可致不

孕)复发性流产)宫腔粘连等并发症!对女性患者造成

严重的身心损害*

关于子宫内膜炎的治疗!现代医学往往按照药敏

试验选用抗生素治疗!但相较于急性子宫内膜炎!慢性

子宫内膜炎很难找到具体病原体&

!#

(

!故现代医学抗生

素治疗效果欠佳* 传统中医药对妇科炎症的治疗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从不同机制抑制炎症反应及炎症

后续损害* 近
!"

年来许多医家根据临床实践探索出

了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案)方药及各种中医特色疗法!并

用现代研究方法从病理机制)血液流变学)免疫功能等

多方面研究证实中医中药对子宫内膜炎症的治疗

作用*

中医学古文献中并无
'=

病名的记载!但根据本

病所表现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可归属于.经期延长/)

.经间期出血/).妇人腹痛/).痛经/).不孕症/).带

下病/等的范畴!认为瘀)热)气虚是本病的主要病因

病机* 本课题采用的盆宁颗粒!主要由红藤)黄芪)白

花蛇舌草)当归)赤芍)穿山甲)丹参)制乳香)制没药等

中药制成!纵观全方!以清热解毒中药如红藤)白花蛇

舌草)败酱草为君药!佐以皂角刺)当归)赤芍)制乳香)

制没药)三棱)莪术)丹参等活血化瘀药!同时加入黄

芪)细辛等补气温经之品!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活

血化瘀)补益正气之效* 此方是在继承已故宁波宋氏

女科嫡系传人宋光济教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汪明德

教授自身数十年临床体会改进而成的经验方!在前期

已从形态学)体液免疫)细胞免疫)血液流变学)分子机

制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的动物实验研究&

!!

$

!J

(

!证实

了盆宁颗粒能减轻炎症损伤)改善血液流变学)调节免

疫功能及具有镇痛作用* 本课题在动物实验的基础

上!从临床入手!从临床表现)宫腔镜观察)病理表现)

免疫组化指标
J

个方面研究盆宁颗粒对子宫内膜炎的

治疗作用*

诊断慢性子宫内膜炎的金标准是子宫内膜间质存

在浆细胞&

!<

(

!但仅根据常规的组织染色技术很难检测

到浆细胞* 大量研究表明浆细胞中最特异性的表达是

'E&H

&

!$

!

!;

(

!故本课题采用常规
Q=

染色结合免疫组

化指标
'E&H

来提高子宫内膜炎的诊断率!同时对活

检组织进行炎症因子如
,K'

"

#

及
Q)R

"

#!

的检测!通

过分析子宫内膜炎患者用药前后子宫内膜局部变化!

包括宫腔镜图谱变化)病理学改变及各个炎症因子表

达的变化!证实盆宁颗粒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改善宫腔镜下内膜形态!显著降低
'E&H

及
Q)R

"

#!

表达量!增加
,K'

"

#

的表达!对子宫内膜炎的治疗作

用显著!值得妇科同道一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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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获
!"#J

年#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荣誉称号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

!"#<

年
#"

月
!#

日公布了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再次获得
!"#J

年+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荣誉称号! 自
!""!

年中信所评选此

荣誉称号以来$共计十三次评选中$我刊第十二次获得此荣誉称号! 同时$我刊继续获评为+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并有
!!

篇文章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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