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6 %$

"

74

!

!

作者单位#

#6

浙江工业大学医院$杭州
%#""#8

%&

!6

杭州华东医药

张同泰中医门诊部$杭州
%#"""9

%

通讯作者# 苏尔云"

)-5

#

#%:;;%8##%<

"

=

"

>1?5

#

-/@20AB0 C

#<%6D4>

EF(

#

#"

!

$<<#G&'(+

!

!"#$

!

"!

!

"#;8

消斑饮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9

例临床观察

苏尔云#

!

!

#赵#毅#

#黄丽华#

#赵安娜!

摘要#目的#观察消斑饮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H?4I1J@?D J@/4>.4D2J4I-A?D I0/I0/1

!

()K

#的临床疗效$ 方法#采用消斑饮治疗
()K ##9

例$ 观察治疗前后的血象变化%出血症状!有效率及不良

反应$ 并观察消斑饮治疗同时!停用其他治疗方案情况!包括糖皮质激素$ 结果#

##9

例
()K

经
< L#;

个月

的治疗!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和血小板计数都比治疗前升高$ 完全缓解"血小板
!#""

$

#"

9

GM

#

:$

例!有效"血小板
!:"

$

#"

9

GM

#

!$

例!无效"血小板
N:"

$

#"

9

GM

#

%:

例!总有效率
$"

!

<O

$ 治疗
#

个月

后!出血症状明显改善$ 消斑饮治疗前在使用糖皮质激素者有
$"

例!快速撤除激素后未出现激素撤除危象$

除大便次数增多外!无不良反应$ 期间!

$

例怀孕!生产顺利$ 结论#消斑饮是一种不需要配合糖皮质激素!

能快速改善出血症状!稳步升高血小板中医治疗
()K

的有效方药$

关键词#消斑饮&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糖皮质激素撤除&出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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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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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

%

?A J/-1J?A[ ?H?4

"

I1J@?D J@/4>.4D2J4I-A?D I0/I0/1

$

()K

%

6 +-J@4HB

$

)4J1552 ##9 ()K I1J?-AJB _-/- J/-1J-H .2 Q]E6 )@- @-

"

>4[/1>

"

.5--H?A[ B2>IJ4>B

"

-PP-DJ?R- /1J-

"

1AH 1HR-/B- /-1DJ?4AB _-/- 4.B-/R-H .-P4/- 1AH 1PJ-/

J/-1J>-AJ6 K1J?-AJ D4AH?J?4A _1B 4.B-/R-H _@?5- J1`?A[ Q]E .0J _?J@ 4J@-/ J/-1J>-AJ I/4[/1> _?J@H/1_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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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05JB

$

WPJ-/ <

%

#; >4AJ@B 4P J/-1J>-AJ

"

*]& D40AJ

"

@->4[54.?A D4AD-A

"

J/1J?4A

"

1AH I51J-5-J D40AJ _-/- 155 ?AD/-1B-H

"

1B D4>I1/-H .-P4/- J/-1J>-AJ6 &4>I5-J- /-5?-P

$

&^

%

4D

"

D0//-H ?A :$ D1B-B

$

I51J-5-J D40AJ!#""

&

#"

9

G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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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D1B-B

$

I51J-5-J D40AJ!:"

&

#"

9

GM

%"

A4 /-5?-P

$

7^

%

?A %: D1B-B

$

I51J-5-J D40AJ N :"

&

#"

9

GM

%

6 )@- J4J15 -PP-DJ?R- /1J- _1B $"

'

<O6 ]5--H?A[

B2>IJ4>B _-/- ?>I/4R-H 1PJ-/ 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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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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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AD50B?4AB

$

Q]E

"

?AH-I-AH-AJ 4P [50D4D4/J?D4?HB

"

D405H /1I?H52 ?>I/4R- .5--H?A[ B2>IJ4>B 1AH

BJ-1H?52 -5-R1J- I51J-5-J D40AJ6 (J _1B 1A -PP-DJ?R-52 54A[

"

51BJ?A[ J/-1J>-AJ 4P &@?A-B- >-H?D?A-6

b=X*F^ES

$

Q?14.1A E-D4DJ?4A

&

?H?4I1J@?D J@/4>.4D2J4I-A?D I0/I0/1

&

[50D4D4/J?D4?H _?J@H/1_15

&

.5--H?A[ B2>IJ4>B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H?4I1J@?D J@/4>.4

"

D2J4I-A?D I0/I0/1

"

()K

%"既往亦称特发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是一种异质性疾病' 其发病机制是由于血

小板$

KM)

%破坏加快和生成不足"使其周围血
KM)

减

少从而引起出血症状' 目前治疗的策略主要是抑制

KM)

破坏"诸如糖皮质激素(丙种球蛋白(切脾等' 但

有效率不高"维持时间短"且不良反应大' 近来"研究

了第二代血小板生成激动剂"罗米司亭和艾曲波帕"但

它们的作用与第一代血小板生成剂一样"有效时间

短)

#

*

"且费用高昂' 笔者在
#9;$

年曾报道消斑饮治

疗
()K

的初步研究)

!

*

"经过
%"

年的临床再实践"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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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斑饮对
()K

有较稳定疗效' 现将近年来收治的

##9

例
()K

患者临床研究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

()K

诊断标准#根据
()K

国际工作组$

(*Y

%

提出的诊断标准)

%

*

'

!

#

()K

出血标准#根据
()K

国际工作组提出的

诊断标准)

8

*

' 即将出血分为皮肤$

S

%(黏膜$

+

%(器官

$

F

%三部位' 每一部位按出血严重程度分
"

%

8

级$

"

为无出血"

8

为需要输血"

#

%

%

级为从轻到重%'

%

#纳入标准#$

#

%年龄
#; L;!

岁&$

!

%符合
()K

诊断标准&$

%

%治疗时间
c <

个月 &$

8

%签署知情同

意书'

8

#排除标准#$

#

%疗程断续"治疗不规则&$

!

%骨

髓检查巨核细胞全片
N#"

个者&$

%

%已明确诊断系统

性红斑狼疮者"或其他疾病或药物导致的继发性血小

板减少症)

#

*

'

:

#一般资料#

##9

例
()K

为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本院收治的家庭病床患者' 男
!%

例"女
9<

例"男女比例
#

&

8

!

!

' 年龄
#; L;!

岁"中位

年龄
%"

岁' 病程
# L8;"

个月"其中
"%

个月
#$

例'

就诊前曾用过糖皮质激素者$主要是泼尼松"甲基泼

尼松龙"地塞米松"阿赛松等%

##8

例"

:

例未用过糖

皮质激素' 就诊时还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有
$"

例"无效者
<!

例"

;

例皮质激素治疗有效"有效者来

我科治疗目的是帮助其撤除激素' 脾脏切除者
8

例"曾用美罗华
;

例"均无效或复发' 初诊时
KM) N

%"

$

#"

9

GM

者有
$%

例"占
<#

!

8O

' 有出血症状者

::

例$

$<

例次%"占
8<

!

!O

"主要为皮肤和黏膜轻

度出血$

S

#

!9

例次"

+

#

!%

例次%"脏器$

F

%出血
##

例次$子宫出血
#"

例次"血尿
#

例次%"严重出血
!

例次$

F

%

#

例次"

F

8

#

例次%' 随访到
!"#8

年
#!

月

%#

日'

<

#治疗方法#消斑饮方剂#鸡血藤
%" [

#当归

身
#; [

#生地
9" [

#生晒参
#" [

#生黄芪
<" [

#商

陆$先煎
% @

%

%" [

#墓头回
!8 [

#仙鹤草
%" [

#侧

柏炭
%" [

#炙甘草
#: [

等'

()K

中医辨证以血瘀为其基础"若伴气虚加生黄

芪
9" [

"生地
<" [

&阴虚加生地
9" [

"生黄芪
<" [

'

其余药物不作增减'

消斑饮治疗期间"可撤除糖皮质激素及停用一切

其他药物' 如泼尼松撤除方法#消斑饮服用
%

天后"泼

尼松剂量减半"再服
%

天后"又减半' 减到泼尼松只剩

%

粒时"每
%

天减半粒"如期撤完' 大约
#: L!8

天能

将激素撤完' 甲基泼尼松龙(地塞米松等糖皮质激素

撤除方法相同'

$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

!

#

#治疗阶段性血常规变化'

$

!

!

#根据
()K

国际工作组提出的出血量表)

8

*

"

进行治疗前与治疗
#

个月后的出血症状比较'

$

!

%

#疗效#疗效标准根据
()K

国际工作组提出

的疗效标准)

%

*稍作修改"即# 完全缓解$

&^

%#

KM)!

#""

$

#"

9

GM

"无出血症状' 有效$

^

%#

KM)

$

:" L99

% $

#"

9

GM

"并且比基础血小板数增加
!

倍以上"无出血症

状' 无效$

7^

%#

KM) N:"

$

#"

9

GM

或血小板计数增加

不到基础值得
!

倍"或有出血症状' 总有效率
d &^

e ^

' 复发#

&^

后"

KM) N#""

$

#"

9

GM

"或有出血&

^

后"

KM) N:"

$

#"

9

GM

"或有出血'

$

!

8

#疗程与疗效的关系'

;

#随访#对有效者采用走访(电话与通信随访方

式"随访截止时间为
!"#8

年
#!

月
%#

日' 随访时间

!" L8;

个月'

9

#不良反应#治疗前与治疗后
"

!

:

年内每个月

复查肝(肾功能"以及其他的症状与体征'

#"

#统计学方法#采用
SKSS#$

!

"

软件包进行分

析' 计量资料以
a

'

B

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J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分析"两变量间关系采用直线回

归分析'

K N"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疗效#

##9

例
()K

患者经消斑饮治疗
< L

#;

个月"

&^ :$

例"

^ !$

例"

7^%:

例"总有效率

$"

!

<O

'

&^

组
KM)

为
#<"

!

;

$

#"

9

GM

"

^

组
KM)

为

<;

!

<

$

#"

9

GM

"

7^

组为
KM) !:

!

<

$

#"

9

GM

'

##9

例

()K

患者治疗前后
*]&

(

V.

及
KM)

变化见表
#

'

!

#

##9

例患者治疗
#

个月后出血情况$表
!

%

##9

例在初诊时有出血症状者
::

例$

$<

例次"部分患

者往往有
!

种以上不同部位的出血%"中药治疗
#

个

月后"出血症状减少到
%#

例次"且出血程度明显减轻'

治疗
!

个月后"只有
$

例有出血现象' 并且因激素撤

除"柯兴氏症消除"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

#有效患者治疗时间与
KM)

的关系$图
#

%#采

用消斑饮治疗
()K

时发现"在有效患者中"患者
KM)

随着治疗时间延长"而缓慢上升"呈正相关$

&^

#

. d

$

!

%<:

"

, d ##:

!

:##

&

^

#

. d !68;"

"

, d 8%68";

%'

无效者治疗到
#;

个月"

KM)

始终无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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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9

例患者治疗前后血
*]&

(

V.

及
KM)

变化比较 #$

a

'

B

%

疗效 例数 时间
*]&

$ $

#"

9

GM

% V.

$

[GM

%

KM)

$ $

#"

9

GM

%

&^ :$

治前
;

(

8

'

8

(

8 #%"

(

9

'

#<

(

$ %#

(

#

'

#;

(

:

治后
<

(

%

'

#

(

9

##

#%8

(

;

'

#8

(

;

#

#<"

(

;

'

<9

(

;

##

^ !$

治前
<

(

:

'

!

(

% #%#

(

8

'

#;

(

9 !9

(

<

'

#8

(

:

治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治前
$

(

:

'

%

(

< #!$

(

%

'

#$

(

9 !"

(

$

'

#<

(

"

治后
<

(

9

'

!

(

! #!9

(

9

'

#;

(

8 !:

(

<

'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K N"

!

":

"

##

K N"

!

"#

表
!

$

##9

例患者治疗
#

月后出血情况

时间 例次
出#血#程#度

S

$

S

#

"

S

!

"

S

%

%

+

$

+

#

"

+

!

"

+

%

%

F

$

F

#

"

F

!

"

F

%

"

F

8

%

$

初诊
$< %$

$

!9

"

:

"

%

%

!;

$

!%

"

8

"

#

%

##

$

8

"

:

"

#

"

#

%

治后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8

(

$9$ ##

(

:%%

K N"

(

"": N"

(

": N"

(

"":

##注#

S

# 皮肤出血)轻微出血为
S

#

$如手掌面积少于
#"

个出血点或

瘀血小于手掌大%&中度出血为
S

!

$如手掌面积多于
#"

个出血点或有

!

处血肿小于手掌大%& 较重出血为
S

%

$手掌大小内有
:"

颗以上出血点

或有
:

处以上大于手掌血肿%*&

+

# 黏膜出血)轻微出血
+

#

$鼻子出血或

齿龈出血
N: >?A

%"中度出血为
+

!

$出血
c: >?A

%& 较重出血为
+

%

$五

官科填塞等医疗措施%*&

F

#脏器出血)轻微出血为
F

#

$末次月经比稳定

时月经多
!

倍"或患者主诉内出血"而就诊时已无出血情况%&中度出血为

F

!

$就诊时表现内出血%&较重出血为
F

%

$需住院或采取医疗措施%&严重

出血为
F

8

$因失血致血红蛋白下降
!" [GM

以上或输血%*

##注#

&^

组与
^

组治疗时间长短与疗效成正相关$

&^

#

. d

$

!

%<: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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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消斑饮治疗
()K

时间与疗效关系

8

#随访#到
!"#8

年
#!

月"笔者随访了
&^

组
%"

例"

^

组
<

例' 随访时间
!"

)

8;

个月'

&^

组有
!$

例

KM)

保持在
#""

$

#"

9

GM

以上 $平均值为
!#%

!

$

$

#"

9

GM

%'复发
%

例"

KM)

分别是
!%

$

#"

9

GM

(

<9

$

#"

9

GM

(

9"

$

#"

9

GM

'

^

组
<

例中有
:

例
KM)

维持在有效水平

$平均值为
;"

!

!

$

#"

9

GM

%'

#

例复发$

KM)

为
!;

$

#"

9

GM

%'

&^

组中有
:

例怀孕生育"

%

例
KM)

一直维持

正常"

!

例曾一度低下"产后
!

个月后恢复正常'

^

组

中有
!

例怀孕生育"

KM)

有所低下"

#

例生育前输
KM)

#" (T

' 产后
!

个月都恢复到有效水平$分别为
$#

$

#"

9

GM

和
<9

$

#"

9

GM

%'

:

#不良反应#服用消斑饮后有
9"

例患者有大便

增多"变稀现象"大便次数增多不影响患者的精力体力'

约
#

周后大便恢复正常"每日
#

)

!

次' 多数患者对大

便增多感觉舒畅' 特别是服用皮质激素的患者"激素导

致的全身壅塞感(便秘(内热烦躁(易出血等不良现象逐

渐消失'

$"

例初诊时仍服用糖皮质激素"撤除激素后"

患者柯兴氏症逐渐消退"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激素撤除危

象"出现频率最多症状是厌食"神疲乏力"情绪消沉"关

节肌肉酸痛及脱皮' 这些大约在撤激素后
"

!

:

个月到

!

个月消失' 脱皮屑大约要
% L:

个月时间"与之相应

的一些不适感如瘙痒会出现' 有
:

例患者撤除激素后

出现肝功能升高"

WM)

在
:" TGM

到
# !"" TGM

不等'

在中药方中加入柴胡(垂盆草(茵陈(板蓝根等疏肝利胆

之剂"大多数患者在
# L !

个月内肝功能恢复' 只有

#

例
WM)

达
# !"" TGM

"住院治疗
"

!

:

个月
WM)

下降到

:"" TGM

"

#

个月内恢复正常' 此后治疗过程中"该患者

未再出现肝(肾功能异常' 本研究中的患者未出现死亡

现象'

讨##论

目前国际上对
()K

治疗的终点目标已从单纯的

KM)

计数达标转向出血控制等生活质量提高上)

:

*

'

()K

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患者出血程度及皮质激素的不良反

应密切相关' 消斑饮能使皮质激素快速撤除和出血状

况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笔者的研究发现"消斑饮治疗与目前常用的一线(

二线药物生效不一样' 这些一(二线药物生效很快"停

用后血小板下降也很快"如皮质激素(血小板生成素受

体激动剂)

#

*等' 而消斑饮治疗有少数患者效果较快外"

总体上疗效与时间呈正相关$见图
#

%' 许多患者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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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治疗的
#

年中"出血症状消退比较快"但血小板上升

缓慢"

#

年后上升速度加快'

#;

个月"血小板还在上升

中' 随访
&^

组
8;

个月"

%"

例中有
!$

例血小板维持

在
#""

$

#"

9

GM

以上' 提示"消斑饮是一种快速改善出

血症状"稳步升高血小板计数"作用持久的中药制剂'

鉴于目前持续性
()K

还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法"消斑饮可

为持续性
()K

治疗填补空白)

:

*

"并延缓或替代脾脏切除

手术'

在服用消斑饮时"本研究要求一律撤除糖皮质激

素"撤除的方法是通过长期临床摸索出来的中西医结合

的激素撤除法' 与内科学标准撤除糖皮质激素的做法

不同)

<

*

' 在临床上发现"服用糖皮质激素患者其早晨

;

#

""

的血浆皮质醇和
W&)V

浓度都很低"在正常下限

或低于正常' 而激素撤除同时服用消斑饮后"血浆皮质

醇和
W&)V

浓度迅速上升$另文报告%' 所以笔者治疗

()K 8"

多年来"撤停激素都很顺利"未出现撤停的肾上

腺危象' 撤停症群也很轻' 笔者推测"消斑饮治疗
()K

的一部分作用机制可能是消斑饮遵循了阴阳常阈调

节)

$

*

"达到内环境平衡"使患者体内糖皮质激素正常升

高有关'

笔者在随访中发现有
$

例女性妊娠"在鼓励其生育

下"密切关注其病情变化和胎儿发育'

$

例均足月产"

%

例剖腹产"

8

例自然分娩' 婴儿均健康' 产后患者的

KM)

计数均有上升' 提示"

()K

患者在笔者的治疗下是

可以结婚生育' 这对女性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很大的

提高'

笔者在排除标准中提出骨髓涂片少于
#"

个巨核细

胞不在研究之列' 美国血液学协会$

WSV

%的
()K

指南

对骨穿检查不作要求)

;

*

' 而笔者在临床上发现"那些骨

髓巨核细胞少于
#"

个的患者"大约经过
: L#"

年后"逐

渐显示再障的临床表现"笔者称这些患者为再生障碍性

贫血早期' 它的疗效机制与典型的
()K

是不一样的"笔

者认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疾病'

笔者认为
()K

的中医病机是血瘀作其基础' 在血

瘀的基础上笔者把
()K

分气虚与阴虚之辨证' 消斑饮

以大剂量生地当归滋阴清热和血"以人参黄芪补元(卫

二气' 元气以补虚"卫气以摄血' 气阴已复"瘀血可化(

商陆(墓头回(鸡血藤(仙鹤草佐之' 用商陆"不是侧重

利水通便"而取其决壅导塞' 墓头回有活血止血"防崩

中之效' 鸡血藤和仙鹤草均为强壮性补血止血剂' 侧

柏叶泻肝(脾(心(肺四经之热"凉血止血' 甘草之用"培

脾和中"调和群品' 全方不走强取之势"而行养晦之道'

使去者自去"生者自生'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人参(生地(当归(黄芪这
8

种中药都有促使造血组织增生功能)

9

%

#!

*

' 其机制既能

促进巨核细胞成熟"又能抗巨核细胞的凋亡作用)

##

"

#!

*

'

高瑞兰的研究显示人参皂甙不但能促使
&,T

"

+b

增殖

$比对照组多
8"O

%"巨核细胞分化成熟作用"还有对
)

淋巴细胞
&E8

e

&E!:

e

)/-[

细胞恢复正常比率)

#%

*

"已

知该类细胞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和免疫调节中具有重

要作用' 该细胞抑制其它免疫细胞的增殖活化"减轻自

身损伤性炎性反应' 而
()K

患者的
&E8

e

&E!:

e

)/-[

细胞却明显低于正常)

#8

*

' 方中商陆和墓头回都有保护

促进骨髓造血的功能)

#:

"

#<

*

"还有抑制巨噬细胞吞噬功

能"促进
(M

"

%

(

(M

"

<

的分泌)

#$

"

#;

*

' 已知
(M

"

%

和
(M

"

<

对

KM)

增生关系密切' 鸡血藤是活血补血止血剂"它对骨

髓巨核细胞集落形成单位有明显促进增生作用)

#9

*

' 侧

柏叶中的黄酮醇甙和缩合型鞣质有明显的收缩微血管

和促凝血作用)

!"

*

' 仙鹤草的主要成分有三萜皂甙(黄

酮(鞣质等"有增加外周血
KM)

计数"提高血小板黏附

性"聚集性"和血小板伪足伸展"加速血小板内促凝物质

释放"抑制巨噬细胞中一氧化氮生成"从而起到收敛止

血作用)

!#

*

' 甘草是一种多功能的中药"主要有黄酮类

和三萜皂甙类的药理作用' 有保肝"抗炎"抗菌"清除自

由基和抗氧化"免疫调节"降糖和保护神经"调节女性体

内睾酮"促进生长激素的生成"提高机体抵抗力)

!!

*等作

用' 这一系列机体保护性内环境稳定机制"使消斑饮

%"

年于临床仍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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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诺奖得主屠呦呦研究员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

年
#

月
9

日!

!"#<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教授获得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还有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屠呦呦研

究员和赵忠贤院士颁发奖励证书!并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的代表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