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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临床论著窑

扶肾颗粒对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
患者 1 年预后的影响

姜摇 晨摇 焦书沛摇 杨洪涛

摘要摇 目的摇 观察扶肾颗粒协同抗生素治疗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及预防复发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摇 选

择 49 例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腹膜透析中心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患者袁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

组渊16 例冤尧益生菌组渊17 例冤和中药组渊16 例冤遥 所有患者给予敏感抗生素治疗袁在此基础上对照组予对症

支持治疗袁益生菌组加服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三联活菌片渊4 片/次袁3 次/日冤曰中药组加服扶肾颗粒渊2 袋/次袁
2 次/日冤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袁共治疗 2 个疗程袁随访 1 年遥 检测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电解质尧肾功能尧营养状

态袁评价肠功能评分尧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袁并评估 1 年后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的复发率遥 结果摇 与本组

治疗前比较袁三组治疗后腹膜炎均明显好转遥 治疗 2 个疗程后袁中药组中医证候疗效优于其他组渊P<0郾 05冤曰
中药组和益生菌组肠功能评分较对照组降低渊P<0郾 05冤曰中药组治疗后血钾平稳袁尿素氮渊BUN冤较治疗前降

低渊P<0郾 05冤袁白蛋白渊ALB冤及血红蛋白渊HGB冤 较治疗前上升渊P<0郾 05冤遥 中药组腹膜炎 1 年复发率

咱6郾 7% 渊1/15冤暂 明显低于对照组 咱 33郾 3% 渊 5/15冤暂 和益生菌组 咱 18郾 8% 渊 3/16冤暂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郾 05冤遥 结论摇 扶肾颗粒可显著改善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患者中医证候及肠道功能袁改善患者营养状

态袁有助于腹膜炎恢复及预防复发袁明显改善腹透患者腹膜炎的预后遥
关键词摇 扶肾颗粒曰 腹膜透析曰 腹膜炎曰 复发率曰 临床观察

Effect of Fushen Granule on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鄄associated Peritonitis

During 1 Year 摇 JIANG Chen袁 JIAO Shu鄄pei袁 and YANG Hong鄄tao 摇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袁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袁 Tianjin 渊300384冤
ABSTRACT摇 Objective摇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Fushen Granules combined with antibi鄄

o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toneal dialysis 渊PD冤鄄associated peritonitis. Methods摇 Totally 49 patients with
PD鄄associated peritoniti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渊16 cases冤袁 the pro鄄
biotics group 渊17 cases冤 and the Chinese medicine 渊CM冤 group 渊16 cases 冤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in Department of Peritoneal Dialysis of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CM.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sensitive antibiotic.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symptomatic and supportive treat鄄
ment only. While the probiotics group took Bifidobacterium lactobacillus triple live bacteria tablets 渊4 tab鄄
lets each time袁 3 times per day冤 additionally. Fushen Granule group took Fushen Granule 渊2 bags each
time袁2 times per day冤 additionally. One month as one therapeutic course袁 and a total of two courses of
treatment were conducted. Blood routine test袁laboratory indexes such as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袁 intesti鄄
nal function score and CM syndrome score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鄄
spectively. The recurrence rate of PD鄄associated peritonitis within 1 year was evaluated. Results摇 Peritoni鄄
tis we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three groups after treatment. After 2 courses of treatment袁 the CM syn鄄
dromes curative effect of CM group is superior to other groups 渊P<0郾 05冤 . Intestinal function score of CM
group and the probiotic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渊P<0郾 05冤 . Particularly in
CM group袁 the potassium is stable after treatment袁 the blood urea nitrogen 渊BUN冤 was reduced 渊P <



窑员猿猿源摇 窑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年 11 月第 40 卷第 11 期 CJITWM袁 November 2020袁 Vol. 40袁 No郾 11

0郾 05冤袁 the albumin渊ALB冤 and hemoglobin 渊HGB冤 increased after treatment 渊P<0郾 05冤 .After one year袁 the
recurrence rate of peritonitis in CM group 咱6郾 7% 渊1/15冤暂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咱33郾 3%渊5/15冤暂 and the probiotic group 咱18郾 8%渊3/16冤暂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渊P<0郾 05冤 .Conclusions
摇 Fushen Granule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yndrome score and intestinal function of PD patients
with peritonitis袁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It also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y of perito鄄
nitis and prevent recurrence袁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D patients with peritonitis.

KEYWORDS摇 Fushen Granule曰 peritoneal dialysis曰 peritonitis曰 recurrence rate曰 clinical observation

摇 摇 腹膜透析渊peritoneal dialysis袁PD冤 是终末期肾

脏病渊end stage renal disease袁ESRD冤的有效替代

疗法之一咱1暂 遥 PD 相关性腹膜炎是严重影响PD 效能及

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导致患者退出 PD 的常见临床并发

症遥 腹膜炎伴随的肠道功能障碍往往导致营养不良袁影
响腹膜功能修复袁而腹腔长期使用抗生素引起的肠道菌

群失调也是导致腹膜炎再发的重要诱因袁因此肠道功能

障碍是制约腹膜炎预后的瓶颈咱2袁3暂遥 中医药从整体观念

出发袁在提高 PD 效能及防治 PD 相关并发症中具有突

出优势咱4原7暂袁但是否能改善腹膜炎患者的预后和预防再

发尚无相关研究遥 扶肾颗粒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治疗维持性 PD 患者相关并发症的常用方剂袁能
有效提高 PD 患者生活质量及生存率咱8暂遥 前期临床观

察发现扶肾颗粒对 PD 患者肠道功能障碍和营养不良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咱6袁9暂袁其能否改善 PD 相关性腹膜炎

患者的预后尚需进一步探讨遥 本研究采用扶肾颗粒协

同抗生素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袁并以益生菌治疗为对

照袁观察扶肾颗粒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及预防复发的

临床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资料与方法

1摇 诊断标准摇 PD 相关性腹膜炎诊断参照国际腹

膜透析学会渊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eritoneal Di鄄
alysis袁ISPD冤叶腹膜透析相关感染的建议院2010 年更

新曳 咱10暂制定院渊1冤有腹痛尧PD 引流液混浊袁伴或不伴发

热等临床症状曰渊2冤PD 引流液常规检查白细胞数大于

或等于 100伊106 /L袁中性粒细胞数比率>50%曰渊3冤PD 引

流液培养出致病菌遥 以上 3 项至少具备 2项遥
2摇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摇 纳入标准院渊1冤符合诊

断标准曰渊2冤年龄 18 耀80 岁曰渊3冤规律 PD>3 个月袁新
发 PD 相关性腹膜炎袁且近 6 个月内无 PD 相关性腹

膜炎发生的患者曰渊4冤临床资料完整袁能够完成本研究

相关统计分析曰渊5冤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配合研究遥
排除标准院渊1冤合并有严重心尧脑尧肝等慢性疾病及严

重感染性疾病者曰渊2冤规律进行血液透析尧血浆置换尧
血液滤过治疗者曰渊3冤精神状态不正常患者曰渊4冤观察

期内输血患者遥
3摇 剔除及脱落标准摇 剔除标准院渊1冤PD 液培养

出真菌的真菌性腹膜炎者曰渊2冤抗生素治疗 5 天后 PD
液常规仍未转阴的难治性腹膜炎患者曰渊3冤治疗过程

中出现其他疾病需要进行专科治疗者曰渊4冤未按试验

规定服用药物者遥 脱落标准院失访者曰因非疗效性原因

主观退出者遥
4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7 年 1 12 月就诊于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腹膜透析中心 PD 相关性

腹膜炎患者 49 例袁 依据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

渊16 例冤尧益生菌组渊17 例冤和中药组渊16 例冤遥 三组患

者治疗前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P>
0郾 05袁表 1冤遥 本试验通过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渊No. TYLL2017咱Y暂字 023冤遥
5摇 治疗方法摇 按 2016 年 ISPD 指南咱11暂PD 相关

性腹膜炎治疗意见袁各组均根据 PD 液培养结果给予

腹腔灌注敏感抗生素袁给予 14 天足疗程抗感染治疗遥
益生菌组除基础抗感染治疗外袁规律口服双歧杆菌乳

酸杆菌三联活菌片渊金双歧袁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袁0郾 5 g/片冤每次 4 片袁每日 3 次曰中药组在抗感

染基础上规律口服扶肾颗粒渊由清半夏 15 g尧陈皮

10 g尧淫羊藿 15 g尧丹参 30 g尧当归 10 g尧黄芪 15 g尧
熟大黄 10 g尧鬼箭羽 30 g 水煎浓缩制备而成冤遥 黄

芪尧熟大黄由安国市光明饮片加工厂生产袁批号分别为

160101尧151001曰陈皮由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

司生产袁批号 15081906曰清半夏由天津市中药饮片厂

表 1摇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渊例袁 男/女冤 年龄渊岁袁 x依s冤 透析龄渊月袁 x依s冤 BMI渊kg/m2袁 x依s冤
对照 16 10/6 59援 67依12援 24 26援 38依12援 13 23援 46依4援 62
益生菌 17 8/9 60援 58依11援 32 27援 56依13援 22 22援 74依5援 28
中药 16 7/9 58援 73依11援 28 30援 41依15援 65 21援 85依4援 23
P 值 0援 49 0援 56 0援 22 0援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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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生产袁批号 G1510081曰淫羊藿尧鬼箭羽由安国

圣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袁批号分别为 151102尧150901曰
当归尧丹参由安国美津中药材有限公司生产袁批号分别

为 150903尧160101曰以上所有中药饮片均经天津中医药

大学中药学院鉴定袁符合 2015 年版叶中国药典曳一部规

定遥 每袋 9 g袁每袋含生药量 15 g袁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院内制剂袁批号院Z20130941袁每次 2袋袁1 日

2次遥 益生菌组和中药组均以 1 个月为 1 个疗程袁共计

治疗 2 个疗程袁随访 1 年遥
6摇 观察指标及方法

6郾 1摇 腹膜炎疗效指标摇 治愈标准咱12暂 院腹膜刺激

征消失尧透出液转清曰PD 液白细胞计数正常渊 <100伊
106/L冤袁细菌培养阴性遥 根据 2个月内腹膜炎的治愈情况

计算治愈率遥 治愈率渊%冤= 渊治愈例数/总例数冤伊100%遥
6郾 2摇 中医疗效评价摇 参照叶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曳 咱13暂中相关证候诊断标准制定中医证候评分

调查表袁对各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 个月后进行中医

证候量化评分并计算总有效率遥 总有效率渊%冤= 渊显
效例数+有效例数冤 /总例数伊100%

6郾 3摇 肠道功能评分摇 采用胃肠道症状分级量表

渊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Rating Scale袁
GSRS冤 咱14暂对 PD 相关性腹膜炎患者治疗前后的肠功

能情况做评分遥 分别对胃肠道症状尧排便情况等量化袁
从轻到重为 0尧1尧2尧3 分袁分数越高越严重遥

6郾 4摇 肾功能尧电解质及营养相关指标摇 分别于治

疗前尧治疗 1 个月尧2 个月及随访 1 年后采集三组患者

清晨空腹肘部静脉血 5 mL袁于封闭式真空采血器内并

立即 送 检袁 比 色 法 检 测 血 红 蛋 白 渊 hemoglobin袁
HGB冤尧BCG 法测定血浆白蛋白渊albumin袁ALB冤尧酶
法测定尿素氮 渊 blood urea nitrogen袁BUN冤尧肌酐

渊serum creatinine袁SCr冤尧血清钾渊kalium袁K冤遥
6郾 5摇 腹膜炎转阴时间及 1 年后腹膜炎复发率摇

从治疗开始每日监测 PD 液常规至第 14 天袁比较三组

腹膜炎患者 PD 液常规转阴的时程袁并观察随访 1 年

后各组患者腹膜炎复发情况袁以判断中药协同治疗对

PD 相关性腹膜炎患者预后的影响遥 复发率渊%冤 =
渊复发例数/总例数冤伊100%

6郾 6摇 安全性评价摇 严格记录各组用药过程中是

否存在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尧药物过敏等不良反应袁
检测治疗前后肝功能渊ALT尧AST冤情况遥

7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SPSS 22郾 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遥 各指标中计量资料以x依s 表示袁符合正态分

布的采用 t 检验袁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秩和

检验曰计数资料用 字2 检验袁P<0郾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结摇 摇 果

1摇 试验完成情况渊图 1冤摇 三组患者随访 1 年袁中
药组中 1 例因未遵循给药规定依从性差而剔除袁益生

菌组中 1 例在治疗第 5 天时 PD 液培养结果提示真菌

性腹膜炎而剔除袁对照组中 1 例在试验开始 1 周后主

观退出遥 最终共计 46 例纳入统计分析遥

图 1摇 病例流程图

2摇 各组疗效比较渊表 2冤 摇 各组治疗后腹膜炎均

明显好转袁对照组治愈率 83郾 6%袁益生菌组治愈率

87郾 9%袁中药组治愈率 90郾 1%袁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渊P>0郾 05冤遥 益生菌组尧中药组中医证候总有效

率均高于对照组渊P<0郾 05冤袁中药组中医证候总有效率

高于益生菌组渊P<0郾 05冤遥
表 2摇 各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摇 咱例渊%冤暂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 15 0渊0援 0冤摇 摇 7渊46援 7冤 8渊53援 3冤 7渊46援 7冤摇
益生菌 16 2渊12援 5冤 11渊68援 7冤 3渊18援 8冤 13渊81援 2冤鄢
中药 15 3渊20援 0冤 11渊73援 3冤 1渊6援 7冤摇 14渊93援 3冤鄢吟

摇 摇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鄢P<0郾 05曰与益生菌组比较袁吟P<0郾 05

3摇 各组治疗前后患者肠道功能评分比较渊表 3冤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袁三组治疗后各时间点肠道功能评

分均降低渊P<0郾 05冤遥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袁中药和益生

菌组治疗后各时间点肠道功能评分降低渊P<0郾 01袁P<
0郾 05冤遥

4摇 各组治疗前后 K尧SCr尧BUN尧HGB 及 ALB 比

较渊表 4冤摇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袁中药组治疗后 BUN 降

低渊P<0郾 05冤袁HGB尧ALB 升高渊P<0郾 05冤遥 与对照组

同期比较袁中药组治疗后 BUN 降低渊P<0郾 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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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各组各时间点患者肠道功能评分比较摇 渊分袁x依s冤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1 个月 治疗 2个月 治疗 12 个月

对照 15 26援 00依1援 69 24援 43依1援 74鄢 22援 20依1援 57鄢 19援 67依1援 29鄢
益生菌 16 25援 94依1援 44 23援 25依1援 34鄢吟 21援 69依1援 78鄢吟 17援 88依1援 41鄢吟
中药 15 26援 27依2援 09 23援 60依1援 65鄢吟 21援 78依1援 72鄢吟 16援 40依1援 68鄢吟吟

摇 摇 注院与本组治疗前比较袁鄢P<0郾 05曰与对照组同期比较袁吟P<0郾 05袁吟吟P<0郾 01

表 4摇 各组治疗前后 K尧SCr尧BUN尧HGB 及 ALB 比较摇 渊x依s冤
组别 例数 时间 K渊mmol/L冤 SCr渊滋mol/L冤 BUN渊mmol/L冤 HGB渊g/L冤 ALB渊g/L冤
对照 15 治疗前 4援 02依0援 72 843援 41依171援 67 17援 90依3援 63 100援 93依9援 25 34援 10依4援 91

治疗后 4援 23依0援 77 824援 87依241援 06 18援 57依3援 83 107援 13依12援 47 34援 71依3援 96
益生菌 16 治疗前 3援 88依0援 74 801援 94依228援 40 17援 75依5援 55 105援 81依17援 27 33援 79依5援 51

治疗后 4援 20依0援 65 767援 97依253援 31 17援 37依6援 23 109援 56依15援 91 34援 69依6援 34
中药 15 治疗前 4援 03依0援 52 811援 80依262援 69 18援 26依2援 41 96援 47依11援 84 31援 63依4援 45

治疗后 4援 23依0援 51 751援 21依273援 57 16援 75依4援 47鄢吟 104援 33依11援 44鄢 32援 97依4援 65鄢

摇 摇 注院与本组治疗前比较袁鄢P<0郾 05曰与对照组同期比较袁吟P<0郾 05

摇 摇 5摇 各组患者 PD 液常规转阴时间及腹膜炎复发

率比较渊表 5冤摇 与对照组比较袁益生菌组及中药组腹

膜炎复发率降低渊P<0郾 05冤袁且中药组低于益生菌组

渊P<0郾 05冤遥
表 5摇 各组患者 PD 液常规转阴时间及腹膜炎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PD 液常规转阴时间
咱天袁M渊Q1袁Q3冤暂

腹膜炎复发
咱例渊%冤暂

对照 15 3援 0渊1援 0袁7援 0冤 5渊33援 3冤
益生菌 16 2援 5渊2援 0袁5援 0冤 3渊18援 8冤鄢
中药 15 3援 0渊2援 0袁3援 0冤 1渊6援 7冤鄢吟

摇 摇 注院与对照组比较袁鄢P<0郾 05曰与益生菌组比较袁吟P<0郾 05

6摇 安全性分析摇 治疗过程中袁三组患者均无药物

过敏等不良反应发生袁治疗后肝功能 ALT尧AST 均

正常遥
讨摇 摇 论

PD 相关性腹膜炎为临床急重症袁严重影响患者

的腹膜功能及生存率袁是患者退出 PD 的主要原因之

一遥 经过多年临床观察袁本课题组认为 PD 相关性腹

膜炎的病机以脾肾亏虚为本袁湿热尧浊毒为标袁是在肾

衰病基础上的浊毒侵袭袁常累及脾尧胃尧肠尧胆四个脏

腑遥 本病初期多以标实为主袁多为邪蕴肠腑袁当以清热

解毒袁通腑泄浊为治则袁使有形之实邪速去袁减轻肠淤

张尧改善腹腔高毒素环境以减轻腹膜炎症状曰而后期应

考虑患者肾衰的本质袁患者常表现为不思饮食尧神疲乏

力尧腹胀呕恶尧便溏或便秘等袁要注意固护脾肾袁扶正祛

邪遥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结合 PD 患

者临床特点袁历经十余年反复实践袁不断优化组合袁发
掘出具有显著疗效的中药扶肾颗粒治疗 PD 相关并发

症并开展了系列研究遥 扶肾颗粒由黄芪尧鬼箭羽尧当

归尧熟大黄尧淫羊藿尧丹参尧陈皮尧半夏组成袁具有健脾益

肾尧和中降浊尧活血化瘀之效遥 诸药合用袁扶正以补脾肾

等脏之不足袁祛邪以清体内瘀血湿浊之产物袁全方共奏

扶正祛邪尧标本兼治之功遥 相关基础研究表明袁扶肾颗

粒中所含的黄芪能增强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咱15暂袁也
可调节腹膜细胞凋亡与增殖平衡袁维持腹膜细胞稳

态咱16暂 遥 大黄所含大黄素能减少炎症因子释放袁抑制腹

膜纤维化袁并可减少肠黏膜细胞凋亡保护肠黏膜屏

障咱17袁18暂 遥 鬼箭羽抑制多种细菌并具有抗炎作用咱19暂袁当
归尧丹参能增加 PD 腹腔巨噬细胞防御功能袁降低腹膜

炎发生率咱20暂遥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袁扶肾颗粒通过

抑制 TGF鄄茁1 和 琢鄄SMA 表达袁促进 E鄄cadherin 表达以

减轻腹膜损伤袁抑制腹膜纤维化进程咱21袁22暂 遥 扶肾颗粒

还可下调PD 肠黏膜损伤模型中 IL鄄l茁尧iNOS尧TNF鄄琢 等

炎症基因的表达水平袁保护腹膜及肠黏膜屏障功能咱23暂遥
中医药协同抗生素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的临床

研究较少袁既往研究报道应用清热解毒活血中药联合

抗生素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 30 例咱24暂袁结果显示联

合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优于西医组袁且胃肠道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于西医组遥 亦有研究显示 PD 液加入中

药制剂穿琥宁可激活腹腔巨噬细胞释放 IL鄄10袁增强局

部杀菌抗炎作用袁配合抗生素治疗顽固性腹膜炎有较

好的疗效咱25暂遥 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益生菌可以改

善肠道微生态失衡袁提高患者营养状态及预防腹膜炎

再发遥 Pan YB 等咱26暂发现益生菌可显著降低 PD 患者

血清高敏 C 反应蛋白和白细胞介素鄄6 水平袁Wang IK
等咱27暂研究也证实益生菌可降低 PD 患者血清内毒素尧
促炎细胞因子水平袁提高血清抗炎细胞因子 IL鄄10 水

平遥 相较于既往研究袁本研究随访时间最长袁并与西药

组和益生菌组同时进行了随机对照遥 研究发现袁扶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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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辅助抗生素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疗效确切袁对
中医证候的改善尤为突出渊P<0郾 05冤袁中药组腹膜炎 1
年期复发率明显低于益生菌组及对照组渊P<0郾 05冤遥
本次研究证明了扶肾颗粒协同抗生素治疗对 PD 合并

相关腹膜炎患者具有减毒增效尧改善预后的作用遥
PD 患者存在的肠道功能障碍及其与腹膜炎的相

互影响袁应引起临床工作者的足够重视遥 扶肾颗粒可

明显改善患者肠功能渊P<0郾 01冤袁促进肠道吸收功能的

恢复袁中药组 HGB尧 ALB 较治疗前明显上升 渊 P <
0郾 05冤袁提示 PD 患者营养状态得到改善遥 此外袁中药

组 BUN 明显低于同时间点对照组尧益生菌组 渊P <
0郾 05冤袁提示扶肾颗粒可减轻毒素蓄积遥 以上结果可

能是扶肾颗粒改善 PD 相关性腹膜炎的预后袁降低复

发率的关键原因遥 本研究推测扶肾颗粒改善 PD 相关

性腹膜炎的预后关键在于扶肾颗粒改善患者肠道功

能遥 通过改善肠道功能袁减轻毒素蓄积袁调节肠道菌

群袁可提高腹膜腔防御功能袁发挥小肠分清别浊之用袁
促进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以改善患者营养状态袁从
而发挥预防 PD 相关性腹膜炎复发的作用遥 本研究表

明扶肾颗粒能辅助抗生素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袁明
显改善 PD 患者的临床预后袁降低 PD 相关性腹膜炎

复发率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本研究病例数偏少袁中医

药在治疗 PD 相关性腹膜炎中的确切作用仍需大样

本尧多中心 RCT 研究进一步验证和探索遥
利益冲突院 本文无利益冲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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