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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香丹止痛方联合西药治疗肝郁气滞血瘀
EF6

患者的

疗效观察及对
)G#BC)21H

细胞平衡的影响

陈"琳"卓锦钊"姚东文

摘要"目的"探讨香丹止痛方联合普瑞巴林和度洛西汀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EF6

#的临床疗效及

对患者外周血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21H

的影响% 方法"将
="

例证属肝郁气滞血瘀的
EF6

患

者&依据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另选
%"

名同期健康体检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

两组患者给予西药普瑞巴林联合度洛西汀治疗
%

周&普瑞巴林
B7 :HC

次&

!

次
C

日&第
%

日起
#7" :HC

次&

!

次
C

日'度洛西汀
!" :HC

次&

#

次
C

日% 治疗组加用香丹止痛方"组成(柴胡
#" H

"白芍
= H

"当归
#7 H

"丹

参
#7 H

"枳壳
#" H

"香附
#" H

"川芎
#" H

"制没药
#7 H

"制乳香
#7 H

#&每日
#

剂&水煎&分
!

次服&

#

周

为
#

个疗程&共
%

个疗程%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模拟视觉评分"

3IJ

#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并检测外周血

)G#B

和
)21H

细胞含量&同时检查患者肝$肾功能和心电图&疗程结束时评估疗效并记录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最终完成
!8

例&对照组最终完成
!B

例'治疗后两组
3IJ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 治疗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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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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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对照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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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前
)G#B

细胞$

)21H

细胞

和
)G#BC)21H

比值高于健康对照组"

E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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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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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治疗组的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

)21H

比值比治疗前明显降低"

E L"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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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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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
)G#B

细胞和
)G#BC)21H

比值低于对照组"

E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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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21H

比值分别与
3IJ

呈正相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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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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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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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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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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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C)21H

K"

!

%=7

&

E L"

!

"#

#% 两组的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O"

!

"7

#&

主要表现为嗜睡$头晕和口干&症状轻微% 结论"香丹止痛方联合普瑞巴林和度洛西汀方案治疗
EF6

可以

明显减轻患者疼痛&提高疗效% 作用机制可能与香丹止痛方能降低患者的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

)21H

比值&调节细胞免疫平衡有关%

关键词"活血化瘀' 理气止痛'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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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U/?.G12U1.<- @1V2;4H<;

!

EF6

%是指带状疱疹皮疹愈合后!患部遗留的持续
#

个

月及以上的疼痛'

#

(

) 疼痛是带状疱疹主要的症状之一!

疼痛症状甚至早于皮肤疱疹出现!并贯穿疾病始终!而

且在皮肤疱疹痊愈后尚有
$M g%NM

的患者存在局部

神经疼痛'

!

(

) 有些患者疼痛剧烈且顽固!尤其夜间为

甚!严重干扰患者的睡眠*精神!影响生活*学习和工作)

带状疱疹及相关疼痛的发生发展与患者
&A%

h

*

&AN

h

和
&A8

h等
)

细胞亚群的含量和比值改变所致免疫功

能低下有关!其中包括调节
)

细胞$

21HV4;./2c ) -144

!

)21H

%和辅助
)

细胞
#B

$

) G14U12 #B -144

!

)G#B

%

'

%

!

N

(

)

中医学认为肝郁气滞血瘀*经络阻遏是
EF6

的主要病

机之一!依证采用疏肝解郁*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中药

治疗可以明显减轻患者的症状'

7

!

=

(

) 香丹止痛方是本院

协定方!依据临床辨证!采用香附*丹参和柴胡等中药治

疗证属肝郁气结*气滞血瘀的
EF6

患者!临床使用多

年!治疗效果显著) 笔者研究了香丹止痛方联合普瑞巴

林和度洛西汀治疗
EF6

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
)G#B

细胞和
)21H

细胞平衡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

#

!

#

"

EF6

诊断标准"依据+皮肤性病学,

'

B

(拟

定#$

#

%疼痛部位有急性带状疱疹病史&$

!

%疼痛在带

状疱疹临床治愈后持续
!#

个月者)

#

!

!

"中医诊断标准"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

'

8

(

!证属肝郁气结!气滞血瘀证) 症见疼痛部位持续

灼痛或阵发性刺痛!伴心烦易怒!口苦胁痛!嗳气泛酸!

大便秘结!舌质暗或见瘀斑!苔黄或苔腻!脉弦或弦细)

!

"纳入标准"$

#

%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

!

%年

龄
%" g=7

岁!性别不限&$

%

%病程
7 g#N

周&$

N

%疼痛

程度为中重度!即模拟视觉评分 $

b<?V;4 ;@;4/HV1

?-/21

!

3IJ

%

'

#

(为
7 g8

分&$

7

%神志清醒!应答流畅&

$

=

%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合并有严重的心*肝*肾等疾病的

患者&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血液系统疾病&合并有肿

瘤&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精神障碍等)

N

"一般资料"

="

例均为
!"#7

年
7

月-

!"#8

年
B

月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疼痛科就诊的

EF6

患者) 采用
JEJJ !"

!

"

生成随机数字表!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两组年龄*病程和

疼痛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

%) 另选取同

一时期体检健康志愿者
%"

名作为健康对照组!男
#7

名!女
#7

名!年龄
%! g==

岁) 本研究经福建中医药

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6/

!

!"#N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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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和疼痛部位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W

&

?

%

病程

$周!

W

&

?

%

疼痛部位$例%

肋间神经 腰骶神经 颈丛神经 臂丛神经 三叉神经

治疗
%" NB

'

8

&

8

'

! 8

'

!

&

%

'

% $ 7 7 7 N

对照
%" N=

'

%

&

$

'

= B

'

$

&

%

'

8 8 = N N 7

健康对照
%" N=

'

$

&

$

'

!

""

7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西药普瑞巴林'每

粒
B7 :H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I\B#8B

$

!=8B

%(

联合度洛西汀$每粒
!" :H

!上海中西制药有限公司!批

号#

!"#7"%"#

%治疗) 普瑞巴林
B7 :HC

次!

!

次
C

日!第

%

日起
#7" :HC

次!

!

次
C

日) 度洛西汀
!" :HC

次!

#

次
C

日) 治疗组加香丹止痛方$组成#柴胡
#" H

"白芍
= H

当归
#7 H

"丹参
#7 H

"枳壳
#" H

"香附
#" H

"川芎

#" H

"制没药
#7 H

"制乳香
#7 H

%!每日
#

剂!水煎服!

分
!

次服)

#

周为
#

个疗程!共
%

个疗程)

=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

!

#

"疼痛缓解情况"采用
3IJ

评价疼痛程度!

分别在治疗前和疗程结束时作
3IJ

评分) 疗效判定

标准'

$

(

#疼痛消失!

3IJ

降低
O$7M

为痊愈&疼痛明显

减轻!

3IJ

降低
B"M g$7M

为显效&疼痛减轻!

3IJ

降低
%"M g=$M

为有效&疼痛无明显减轻甚至加剧!

3IJ

降低
L%"M

为无效&总有效率为痊愈*显效和有

效例数和占总例数百分比)

=

!

!

"

)G#B

细胞和
)21H

细胞测定"分别于入组

前和疗程结束时采集外周血!肝素抗凝!淋巴细胞分离

液$美国!

Y9 F1;4.G-;21

公司%分离单个核细胞) 在

流式细胞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c./:<-? a&7""

%

以淋巴细胞设门检测
&AN

h

(\

$

#B

h

$美国!

1[</

$

?-<1@-1

公司%的
)G#B

细胞和
&AN

h

&A!7

h

a/WU%

h

$美国!

1[</?-<1@-1

公司%的
)21H

细胞)

=

!

%

"不良反应"治疗前后检查患者肝*肾功能!

心电图!记录药物不良反应)

B

"统计学方法" 用
JEJJ !"

!

"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所有数据经正态分布检验和方差分析!正态分布

数据以
W

&

?

表示!组间比较用
J.VR1@. .

检验!治疗

前后比较用配对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频数表示!疗效

分析采用
!

!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E1;2?/@

检验)

E L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完成情况"治疗组因
#

例不能按医嘱服药*

#

例转诊自行退出!最终完成
!8

例&对照组因
%

例转诊

自行退出!最终完成
!B

例)

!

"两组治疗前后
3IJ

评分比较$表
!

%"治疗

前!两组
3IJ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O"

!

"7

%&治

疗后!两组
3IJ

评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

. 治疗 K

##

!

=7%

!

E L"

!

"#

&

. 对照 K!

!

B77

!

E L"

!

"7

%!且治疗

组低于对照组$

. K

#

%

!

$"B

!

E L"

!

"#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
3IJ

评分比较"$分!

W

&

?

%

组别 例数 时间
3IJ

评分

治疗
%"

治疗前
=

'

B7

&

"

'

7$

!8

治疗后
!

'

87

&

#

'

!=

""#

对照
%"

治疗前
=

'

B"

&

"

'

B#

!B

治疗后
N

'

!%

&

#

'

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E L "

!

"7

!

""

E L "

!

"#

&与对照组治疗

后比较!

#

E L"

!

"#

%

"两组疗效比较"

%

个疗程结束后!治疗组痊愈

8

例*显效
#N

例*有效
N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

$!

!

8=M

$

!=C!8

%&对照组分别为
!

例*

8

例*

#!

例*

7

例及
8#

!

N8M

$

!!C !B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K

!

!

$%$

!

E L"

!

"#

%)

N

"两组治疗前后
)G#B

细胞和
)21H

细胞及比值

比较$表
N

%"治疗前!两组患者
)G#B

细胞*

)21H

细胞

和
)G#BC)21H

比值高于健康对照组$

E L "

!

"7

!

E L

"

!

"#

%) 治疗后!治疗组的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21H

比值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降低$

E L"

!

"7

!

E L"

!

"#

%&且治疗组
)G#B

细胞和
)G#BC)21H

比值均

低于对照组$

E L"

!

"#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
)G#B

细胞*

)21H

细胞及

比值比较"$

M

!

W

&

?

%

组别 例数 时间
)G#B

细胞
)21H

细胞
)G#BC)21H

治疗
%"

治疗前
#

'

=7

&

"

'

=!

""

N

'

#!

&

"

'

$8

"

"

'

N!

&

"

'

#!

""

!8

治疗后
"

'

8=

&

"

'

%7

##$

%

'

N"

&

#

'

"N

#

"

'

!8

&

"

'

#"

##$

对照
%"

治疗前
#

'

="

&

"

'

B=

""

N

'

"7

&

"

'

8B

"

"

'

N#

&

"

'

#N

""

!B

治疗后
#

'

N!

&

"

'

7= %

'

$N

&

#

'

#8 "

'

%$

&

"

'

##

健康对照
%" "

'

=8

&

"

'

!! %

'

N=

&

#

'

"% "

'

!#

&

"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E L"

!

"7

!

""

E L"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E L

"

!

"7

!

##

E L"

!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E L"

!

"#

7

"

EF6

患者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

)21H

比值与
3IJ

的相关性分析$图
#

%"患者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21H

比值分别与
3IJ

呈正

相关性$

2 K "

!

7!$

!

E L"

!

"#

&

2 K "

!

NN7

!

E L "

!

"#

&

2 K"

!

%=7

!

E 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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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I

为
)G#B

细胞与
3IJ

相关性&

[

为
)21H

细胞与
3IJ

相关性&

&

为
)G#BC)21H

细胞比值与
3IJ

相关性

图
#

#患者
)G#B

细胞*

)21H

细胞和
)G#BC)21H

比值

与
3IJ

的相关性分析

=

"不良反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肾功能和心

电图无明显变化) 治疗组有
%

例$

#"

!

B#M

%出现嗜

睡!

!

例$

B

!

#NM

%出现头晕!

#

例$

%

!

7BM

%出现口干!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

!

N%M

& 对照组有
!

例

$

B

!

NM

%出现嗜睡!

%

例 $

##

!

##M

%出现头晕!

!

例

$

B

!

N#M

%出现口干!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7

!

$%M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O

"

!

"7

%)

讨""论

中医学无带状疱疹病名!属 .火带疮/* .蛇串

疮/*.缠腰火丹/范畴) 带状疱疹多因情志失调!肝

胆热盛!脾湿郁久!湿热内蕴!复感时令毒邪!致湿热

搏结!阻遏经络所致'

#"

(

) 经治疗皮疹消失后!因余

毒未清!气血瘀滞!阻遏经络而至局部疼痛反复!迁

延难愈) 临床证候类型主要为#气滞血瘀证*血虚兼

瘀证*湿热内蕴证和肝肾阴虚证) 现代医家对
EF6

的中医治疗进行探索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王长德教

授认为
EF6

具有不荣*不通的双重性!属于本虚标

实!本虚者!津液*气血*阴阳亏虚&标实者!风热邪

毒!痰湿!气滞!血瘀!致经脉闭阻不通!以白芍*炙甘

草*九香虫和徐长卿配伍!缓急止痛!扶正怯邪治

疗'

##

(

) 张族祥等'

#!

(认为
EF6

主要是气血凝滞!经

络阻隔!不通则痛!以化瘀*通络*理气之法施治!取

得显著疗效) 本研究采用的香丹止痛方系李学麟教

授的经验方) 以丹参*当归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兼养

血&乳香*没药增强活血行气&柴胡*枳壳*香附疏肝

解郁*理气止痛&白芍*川芎和血止痛!共凑疏肝解

郁*活血化瘀*和血理气止痛之功效!治疗证属肝郁

气结*气滞血瘀的
EF6

患者)

)G#B

细胞和
)21H

细胞是
)

细胞的两个亚群!两

者在分化成熟和免疫功能方面关系密切又相互制约!

两种细胞的平衡有利于维持机体免疫稳定)

)G#B

细

胞通过释放
(\

$

#B

!促进
(\

$

=

*

(\

$

8

等细胞因子生成与

释放!参与炎症反应并产生免疫病理损伤&

)G#B

还可

能通过抑制细胞毒
)

淋巴细胞$

-c././W<- ) 4c:UG/

$

-c.1

!

&)\

%导致病毒复制增加并持续感染)

)21H

细

胞通过抑制
&)\

细胞控制炎症反应!防止过度的免疫

病理反应!促使病毒复制和慢性感染'

#%

(

) 研究显示!

急性带状疱疹患者的
)G#B

明显高于健康人!此外!

)21H

细胞也明显升高并与病情有关!重度患者高于中

度和轻度患者!而重度患者更容易发展为
EF6

'

N

!

#N

(

)

同样!

EF6

患者外周血中的
)G#B

细胞和
)21H

细胞

明显高于健康人'

#7

!

#=

(

) 中医药治疗对
)G#B

细胞和

)21H

细胞平衡具有调节作用) 卞华等'

#B

(研究显示!

采用温阳化浊通络方可以明显提高系统性硬化病患者

外周血
)21H

细胞比例!降低
)G#B

细胞比例和
)G#BC

)21H

) 许文芳等'

#8

(研究结果显示!芪灵汤联合高效抗

逆转录病毒疗法使
F(3CI(AJ

患者外周血
)G#B

细胞

和
)G#BC)21H

显著升高!

)21H

细胞显著降低) 洪春

霖等'

#$

(研究显示!中药喘可治注射液可以减少
&,EA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泌
(\

$

#BI

)

目前!西医学认为
EF6

的发生是以神经可塑性

为基础的!与感觉神经损伤导致初级感觉神经元生理

学*化学和解剖学改变!发生外周敏化有关) 离子通道

调节剂被作为一线药物用于治疗
EF6

'

!"

(

) 普瑞巴林

是第二代钙离子通道调节剂!通过与
"!

$

#

亚基结合!

减少去甲肾上腺素*

E

物质和谷氨酸释放!减轻疼痛!

改善患者的睡眠和情绪!但存在嗜睡*头晕和口干等不

良反应) 而度洛西汀则通过抑制
7

$羟色胺和去甲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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