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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凉血方加减治疗乙型肝炎慢加急性

肝衰竭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刘慧敏%王宪波%侯艺鑫%高方媛%孙凤霞%江宇泳%杨志云

杜宏波%王晓静%周桂琴%杨玉英%王融冰

摘要%目的%观察解毒凉血方治疗乙型肝炎慢加急性肝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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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毒瘀结证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设计方法"将
#"8

例

热毒瘀结证的
SN1

$

,&TU

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 试验组在西医内科

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解毒凉血方"对照组仅给予西医内科综合治疗"治疗
5

周"随访
$"

周$ 比较两组治疗

后及随访至
$5

周时的病死率%肝功能&包括总胆红素!

L2L@0 E/0/.P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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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及用药安全性$ 结果%在
5

周的治疗期内"

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总体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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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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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处于中期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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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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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周
)N(T

%第
!

及
$

周
,<)

%第
$

及
:

周
W),

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 Y"

!

"8

#(随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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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试验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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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X

#较对照组病死率!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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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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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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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验期间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解毒凉血方能够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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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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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出现的急性肝功能

失代偿)

#

*

+ 在我国"绝大多数
,&TU

患者是由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所诱发+ 乙型肝炎慢加急性肝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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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重,疾病进展快,病死率高"早

期诊断并积极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已经成为
,&TU

临床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多年来在中医药治

疗
,&TU

方面不断地探索和总结"基于对
,&TU

$毒热

瘀结%的核心病机认识及$病
!

证
!

症结合%的治疗理

念"创立了$解毒凉血重通腑"健脾化湿顾中焦%的治

疗法则)

!

"

%

*

+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方法"

对解毒凉血方加减联合西医内科综合疗法治疗
SN1

$

,&TU

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研究+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按照
!"":

年中华

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肝衰竭与人工肝学组,中华医学

会肝病学分会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制定的-肝衰竭

诊疗指南.

)

#

*

"根据临床表现的严重程度"

SN1

$

,&TU

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 &

#

'早期#极度乏力"并有明

显厌食,呕吐和腹胀等严重消化道症状(黄疸进行性加

深 ) 血 清 总 胆 红 素 &

L2L@0 E/0/.PE/B

"

)N(T

'

!

#9# !?20JT

或每日上升
!#9

!

# !?20JT

*(有出血倾

向"

%"X Y

凝血酶原活动度&

W),

'

"$"X

(未出现肝

性脑病或明显腹水+ &

!

'中期#在肝衰竭早期表现基

础上"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以下两条之一者#

"

出现

#

度以下肝性脑病和&或'明显腹水(

$

出血倾向明显

&出血点或瘀斑'"且
!"X YW),"%"X

(&

%

'晚期#在

肝衰竭中期表现基础上"病情进一步加重"出现以下三

条之一者#

"

有难治性并发症"例如肝肾综合征,上消

化道大出血,严重感染和难以纠正的电解质紊乱等(

$

出现
%

度以上肝性脑病(

&

有严重出血倾向&注射部

位瘀斑等'"

W),"!"X

+

!

%中医辨证标准%毒热瘀结证的诊断参照-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

*中医证候的临床研究并

结合临床实践+ 主症#&

#

'身黄,目黄(&

!

'困倦乏力(

&

%

'呕恶厌食(&

$

'口干口苦(&

8

'舌苔黄腻+ 次症#

&

#

'脘腹胀满(&

!

'便溏或秘(&

%

'尿黄赤而短少(&

$

'

舌质红或紫暗或有瘀斑,瘀点(&

8

'脉滑数或弦滑+ 具

备主证
%

项,次证
%

项"即可诊断为毒热瘀结证+

%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符合
SN1

$

,&TU

诊断标准(&

!

'中医辨证属毒热瘀结证(&

%

'年

龄
#5

&

:8

岁(&

$

'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排除标准#&

#

'乙型肝炎相关的急性和慢性

肝衰竭(&

!

'其他原因如甲型肝炎,戊型肝炎,丙型肝

炎及丁型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酒精

性肝炎等所致的
,&TU

(&

%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

'

合并其他严重的全身性疾病#如肿瘤,心肾功能不全等

和精神病患者(&

8

'合并严重感染,脑水肿,

'

型肝肾

综合征,消化道出血等严重并发症+

$

%脱落病例的处理%对所有脱落病例按照随访

的不同阶段分别进行意向性分析 &

/BL=BL/2B

$

L2 L.=@L

@B@0VM/M

"

())

'+ 将试验组和对照组退出和失访的病

例作为治疗无效的病例处理"将脱落病例最后一次随

访观察到的结局向前推移"作为后一次随访的结局进

行疗效分析+

8

%一般资料%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

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
!""Z

年
:

月/

!"#!

年
#"

月间

确诊为
SN1

$

,&TU

的住院患者+ 采用开放式随机对

照试验&

.@BQ2?/\=Q G0/B/G@0 L. /@0

"

[&)

'设计"应用

<,< Z

!

#

!

%

软件按照制定方案产生随机分组序列"随

机序号和分组方案采用不透光的密封信封隐藏"符合

纳入标准的患者按照就诊先后顺序入组+ 将纳入的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试

验组男性
8Z

例"女性
8

例"平均年龄 &

$%

!

""

'

!#

!

"!

'岁(对照组男性
%5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

$!

!

""

'

!%

!

!8

'岁+ 两组患者治疗前年龄,性别,疾

病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表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W c"

!

"8

'+

:

%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西医内科综合治疗

&包括基础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试验组在西医内科

综合治疗基础上予解毒凉血方为主的病证症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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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D

'

M

'

性别

&男
J

女'

病程

&年"

D

'

M

'

分期)例&

X

'*

早期 中期 晚期%%%

试验
:$ $%

"

""

'

!#

"

"! 8ZJ8 #8

"

$#

'

%

"

#! !9

&

$!

"

#Z

'

%!

&

8"

"

""

'

8

&

9

"

5#

'

对照
$# $!

"

""

'

!!

"

#8 %5J% #:

"

#"

'

!

"

95 #Z

&

$:

"

%$

'

#9

&

$#

"

$:

'

8

&

#!

"

#Z

'

方案+ &

#

'基础治疗#静脉输注甘草酸制剂,还原型谷胱

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促肝细胞生长素等(对符合抗病

毒治疗标准的患者使用核苷&酸'类似物抗病毒治疗+

&

!

'对症支持治疗#根据患者的凝血酶原活动度及血浆

白蛋白情况应用血浆及人血白蛋白支持治疗(患者应卧

床休息"及时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 积极救治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上消化道

出血等并发症+ &

%

'解毒凉血方#茵陈
%"

&

:" C

%生大

黄
#8 C

%栀子
#8 C

%生地黄
8 C

%黄芩
#8 C

%赤芍

%" C

%蒲公英
%" C

%郁金
#8 C

%丹参
#8 C

%牡丹皮

#8 C

%紫草
#8 C

%白术
#8 C

%茯苓
#8 C

%陈皮
#8 C

"

每日
#

剂"由北京地坛医院药剂室统一煎取
%"" ?T

"分

早,晚
!

次餐后
$" d:" ?/B

服用"每次
#8" ?T

+

随证&症'加减#兼见脾虚湿盛者"加党参
#8 C

,黄

芪
%" C

(兼见肝肾阴虚者"加用女贞子
%" C

,旱莲草

#8 C

(兼见脾肾阳虚者"加淡附片
#! C

,桂枝
#" C

(食

欲不振,消化功能差者"加鸡内金
#8 C

,焦三仙各

#8 C

(脘腹胀满,大便不通者"加全栝蒌
#8 C

,枳实

#8 C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伴腹痛,腹泻者"加黄连

Z C

,木香
#8 C

(有腹水者"加白茅根
%" C

,玉米须

%" C

(消化道出血者"血止后加茜草
#8

&

%" C

,三七粉

%

&

: C

&冲服'预防复发(睡眠不佳者"加酸枣仁
#8 C

,

夜交藤
#8 C

(黄疸消退缓慢者"茵陈加倍"加金钱草

%" C

等+血氨升高,出现肝性脑病的患者"用复方大黄

煎剂&大黄
:" C

,乌梅
%" C

,黄连
#8 C

'灌肠+

9

%观察指标%

9

!

#

%疗效评价指标%&

#

'主要结局指标#病死率

&观察时间为治疗第
"

,

!

,

$

,

:

,

5

周及随访第
#!

,

#:

,

!"

,

!$

,

$5

周'(&

!

'次要结局指标#肝功能和凝血功能

的改善"包括总胆红素&

L2L@0 E/0/.PE/B

"

)N(T

',白蛋白

&

@0EP?/B

"

,TN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0@B/B= @?/B

$

2L.@BMR=.@M=

"

,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M-@.

$

L@L= L.@BM@?/B@M=

"

,<)

',凝血酶原活动度 &

-.2

$

LK.2?E/B @GL/O/LV

"

W),

'"观察时间为治疗第
"

,

!

,

$

,

:

,

5

周及随访第
#!

,

!$

和
$5

周+

9

!

!

%安全性指标监测%治疗期间"每周复查肾

功能"血,尿,便常规"血脂"血糖"血氨等+

5

%统计学方法%所有资料均采用
<W<< #Z

!

"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计量资料采用
D

'

M

表示"组间数

据均进行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验"组内资料比较

采用配对
L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L

检验"非

正态性分布或方差不齐采用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检验"试验组与对照组生存曲线采用
;@-0@B

$

+=/=.

法"两组生存率比较采用
02C

$

.@Bb

法+

W Y"

!

"8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患者病死率比较%

#

!

#

%两组患者总体病死率比较&图
#

"表
!

'%试

验组和对照组治疗第
!

周病死率分别为
%

!

#%X

和

#$

!

:%X

&

W e "

!

"%5

'(第
$

周两组病死率分别为

9

!

5#X

和
!$

!

%ZX

&

W e"

!

"%#

'(从
"

周到第
5

周是患

者死亡的高峰期"第
5

周两组的累积病死率分别为

#8

!

:%X

和
%$

!

#8X

"对照组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W e"

!

"#9

'+ 进入随访期"第
#!

周试验组和

对照组总体病死率分别为
#5

!

98X

和
%:

!

8ZX

&

W e

"

!

"!%

'(第
!"

周后患者病情平稳"两组均无死亡病例(

随访至
$5

周时两组患者的总病死率分别为
!#

!

55X

和

%Z

!

"!X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Z%:

"

W e

"

!

"!:

'+

表
!

$两组患者总体病死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累积死亡

例数&例'

累积

病死率&

X

'

试验
:$

第
!

周
! %

"

#%

第
$

周
8 9

"

5#

第
:

周
5 #!

"

8"

第
5

周
#" #8

"

:%

第
#!

周
#! #5

"

98

第
#:

周
#$ !#

"

55

第
!"

周
#$ !#

"

55

第
!$

周
#$ !#

"

55

第
$5

周
#$ !#

"

55

对照
$#

第
!

周
: #$

"

:%

第
$

周
#" !$

"

%Z

第
:

周
#% %#

"

9#

第
5

周
#$ %$

"

#8

第
#!

周
#8 %:

"

8Z

第
#:

周
#8 %:

"

8Z

第
!"

周
#8 %:

"

8Z

第
!$

周
#: %Z

"

"!

第
$5

周
#: %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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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
#

$两组患者总体生存曲线图

#

!

!

%两组不同分期患者病死率比较%

#

!

!

!

#

%两组早期
SN1

$

,&TU

患者病死率比较

&图
!

'%试验组早期
SN1

$

,&TU

患者
!9

例"死亡

%

例"死亡患者最短生存时间
%#

天"最长
$"

天"平均

生存时间
%8

天(对照组早期
SN1

$

,&TU

患者
#Z

例"

死亡
!

例"死亡患者最短生存时间
#8

天"最长
!8

天"

平均生存时间
!"

天(在
5

周的治疗期内"两组的累积

病死率分别为
##

!

##X

和
#"

!

8"X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e"

!

":Z

"

W e"

!

9Z! c"

!

"8

'+

图
!

$两组早期
SN1

$

,&TU

患者第
"

&

5

周生存曲线图

#

!

!

!

!

%两组中期
SN1

$

,&TU

患者病死率比较

&图
%

'%试验组中期患者
%!

例"死亡
9

例"第
5

周的

累积病死率为
!#

!

55X

"死亡患者最短生存时间

!%

天"最长生存时间
5Z

天"平均生存时间
$5

天(对照

组中期患者
#9

例"死亡
##

例"第
5

周累积病死率为

:$

!

9#X

"死亡患者最短生存时间
#$

天"最长生存时

间
$5

天"平均生存时间
!!

天"两组病死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e5

!

9$Z

"

W e"

!

""%

'+ 对于疾病处

于中期的
SN1

$

,&TU

患者"在
5

周的治疗期内"试验

组较对照组病死率下降了
$!

!

5%X

+

#

!

!

!

%

%两组晚期
SN1

$

,&TU

患者病死率比较

&图
$

'%试验组晚期患者
8

例"死亡
%

例"病死率为

:"

!

""X

"死亡者最短生存时间
#$

天"最长生存时间

图
%

$两组中期
SN1

$

,&TU

患者第
"

&

5

周生存曲线图

图
$

$两组晚期
SN1

$

,&TU

患者第
"

&

5

周生存曲线图

#"8

天"平均生存时间
$:

天(对照组晚期患者
8

例"死

亡
%

例"病死率为
:"

!

""X

"死亡者最短生存时间

%

天"最长生存时间
!#

天"平均生存时间
#8

天+ 在

5

周的治疗期内"两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

!

#$9

"

W e"

!

9"#

'+

!

%两组患者肝功能比较&表
%

'%两组患者治疗

前肝功能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W c

"

!

"8

'+ 治疗第
!

&

5

周及随访
#!

&

$5

周"试验组和

对照组
,T)

,

,<)

均下降"与本组第
"

周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W Y"

!

"8

'"但两组
,T)

同期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W c"

!

"8

'(第
!

,

$

周两组间
,<)

比较"试验

组
,<)

下降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 Y"

!

"8

'"治

疗第
5

周及随访
#!

&

$5

周"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W c"

!

"8

'+ 治疗第
5

周及随访
#!

&

$5

周"两组

,TN

水平均有所上升"与本组第
"

周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W Y"

!

"8

'(第
#!

周试验组
,TN

明显高于对照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 Y"

!

"8

'+与本组第
"

周比较"试验组治疗第
$ d5

周及随访
#! d$5

周
)N(T

显著下降"对照组第
: d5

周及随访
#! d$5

周
)N(T

显

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 Y"

!

"8

'(治疗第
5

周时"

试验组
)N(T

水平下降更显著"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W Y"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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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两组肝功能及
W),

比较%&

D

'

M

'

组别 例数 时间
,T)

&

]JT

'

,<)

&

]JT

'

,TN

&

CJT

'

)N(T

&

!?20JT

'

W),

&

X

'

试验
:$

第
"

周
%!#

"

8"

'

8"9

"

$% $%!

"

$8

'

%Z5

"

"5 !Z

"

!9

'

$

"

"! %9Z

"

55

'

#Z$

"

Z: %"

"

:"

'

Z

"

58

第
!

周
#5%

"

85

'

$$

"

:#

#

#95

"

Z9

'

$$

"

!$

#$

%%

"

Z%

'

!

"

"5 %#!

"

Z$

'

#:8

"

"! $"

"

55

'

#$

"

9#

第
$

周
8!

"

:%

'

!#

"

%"

#

:#

"

:8

'

!9

"

%:

#$

%!

"

"8

'

%

"

#"

!::

"

:$

'

#:"

"

%:

#

85

"

%"

'

#8

"

!Z

#$

第
:

周
$"

"

Z$

'

#8

"

#$

#

:5

"

8%

'

!%

"

5:

#

%%

"

%"

'

!

"

8:

#!#

"

!"

'

##:

"

%"

#

:"

"

99

'

!"

"

$"

#$

第
5

周
$!

"

":

'

Z

"

:8

#

:8

"

5%

'

#9

"

Z%

#

%:

"

%#

'

8

"

8!

#

:$

"

8$

'

9Z

"

9:

#$

:!

"

%8

'

#!

"

$#

#

第
#!

周
$"

"

"9

'

#"

"

#%

#

8%

"

%!

'

#%

"

Z5

#

$#

"

%!

'

8

"

%#

#$

%$

"

$5

'

#%

"

8%

#

:#

"

:#

'

#%

"

9Z

#

第
!$

周
%Z

"

Z8

'

!Z

"

"9

#

8%

"

%"

'

#5

"

#:

#

$"

"

:!

'

8

"

8Z

#

!$

"

Z5

'

#Z

"

8Z

#

9%

"

5%

'

#!

"

!Z

#

第
$5

周
$"

"

%9

'

#Z

"

%Z

#

%5

"

$"

'

##

"

%#

#

$$

"

5%

'

%

"

5:

#

!"

"

$5

'

Z

"

"Z

#

9:

"

5#

'

$

"

%%

#

对照
$#

第
"

周
%8!

"

:!

'

%#"

"

!: $$5

"

Z!

'

#:5

"

55 %"

"

5!

'

$

"

:Z %Z:

"

!#

'

!"$

"

85 %%

"

%%

'

#%

"

""

第
!

周
#9!

"

":

'

$%

"

5:

#

!55

"

$5

'

85

"

$Z

#

%#

"

9"

'

!

"

"$ %%"

"

#"

'

!!"

"

"Z %8

"

:"

'

##

"

5%

第
$

周
Z9

"

"$

'

$:

"

$$

#

#9#

"

#!

'

5Z

"

##

#

%!

"

95

'

!

"

8% %#8

"

!8

'

!%8

"

9: $!

"

8:

'

#8

"

!9

第
:

周
:9

"

#:

'

%:

"

$%

#

5!

"

8:

'

9%

"

$Z

#

%$

"

Z:

'

!

"

$!

!#%

"

":

'

#$%

"

$%

#

$%

"

"5

'

#!

"

9Z

第
5

周
$!

"

!$

'

%%

"

:%

#

:8

"

::

'

88

"

"#

#

%8

"

!!

'

%

"

%%

#

#$5

"

$$

'

##$

"

5"

#

88

"

:"

'

#%

"

9Z

#

第
#!

周
%:

"

Z"

'

!$

"

!!

#

8"

"

$!

'

%!

"

Z$

#

%8

"

#Z

'

$

"

8:

#

8:

"

##

'

#!

"

8:

#

:%

"

:%

'

Z

"

"!

#

第
!$

周
%9

"

#"

'

$5

"

#!

#

8%

"

55

'

#9

"

:!

#

%Z

"

"Z

'

%

"

:5

#

%#

"

9"

'

#%

"

:9

#

:$

"

Z%

'

$

"

$9

#

第
$5

周
%9

"

8$

'

Z

"

::

#

%8

"

:$

'

#"

"

5!

#

$#

"

5:

'

$

"

"%

#

!8

"

""

'

#Z

"

"5

#

9#

"

#9

'

#8

"

"$

#

%%注#与本组第
"

周比较"

#

W Y"

"

"8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W Y"

"

"8

%%

%

%两组患者
W),

比较&表
%

'%两组患者治疗前

W),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 c"

!

"8

'+ 试验组治

疗第
$

&

5

周及随访
#!

&

$5

周"对照组治疗第
5

周及

随访
#!

&

$5

周"

W),

水平均显著升高"与本组
"

周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 Y"

!

"8

'(且试验组在第
$

,

:

周
W),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同期&

W Y"

!

"8

'"而随访

第
#!

&

$5

周随访期"两组
W),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W c"

!

"8

'+

$

%不良反应及处理%试验组
8

例患者服用中药

后出现恶心,呕吐较前加重"调整药方并嘱患者少量频

服"

$

例患者症状缓解"

#

例患者终止口服中药改用复

方大黄煎剂灌肠治疗+ 对照组
#

例患者输血浆后出现

过敏"立即停药+

8

%脱落病例分析%试验组脱落
%

例#其中
#

例

患者治疗
$

周疗效不佳"自动出院"第
9

周电话随访时

已死亡(

#

例外地患者不能按时随诊"完成
5

周治疗后

退出研究(另外
#

例患者在第
!$

周时失访+ 对照组

脱落
#

例"该患者治疗
5

周后选择当地医院治疗+ 以

上患者在疗效评价时均采用了
())

分析+

讨%%论

,&TU

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出现急性肝细胞凋

亡,坏死的病变"病死率高"治疗难度大"患者往往死于

消化道出血,重度感染,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等严重

并发症"发病
$

周内是死亡高峰时期)

8

*

+ 本研究中治

疗第
!

,

$

和第
5

周时"试验组的病死率分别为

%

!

#%X

,

9

!

5#X

和
#8

!

:%X

"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期

&

#$

!

:%X

,

!$

!

%ZX

和
%$

!

#8X

"

W Y "

!

"8

'+ 随访至

$5

周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病

死率较对照组下降
#9

!

#$X

&

W Y"

!

"8

'+ 提示解毒凉

血方联合西医内科综合治疗能降低
SN1

$

,&TU

患者

的病死率+ 解毒凉血方不仅能在疾病早期顿挫病势,

阻断疾病进展"而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进一步

提高+

进一步分析发现"病情分期处于早期的患者"试验

组病死率
##

!

##X

&

%J!9

'"死亡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

为
%8

天(对照组病死率
#"

!

8"X

&

!J#Z

'"死亡患者的

平均生存时间
!"

天+ 两组的病死率比较"虽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但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明显延长死亡患

者的生存时间"为有条件进行肝移植的患者争取了宝

贵时间+ 病情分期处于晚期的患者"两组病死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内科治疗难以奏效"人工肝治疗和

肝移植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治疗手段+ 而对于病情处于

中期的患者"基于解毒凉血法的病证症结合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方案显示出优势"病死率较对照组降低

$!

!

5%X

+ 因此"明确病情分期"有针对性地及早采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血清
)N(T

水平和
W),

是反映肝脏储备能力和合

成功能的重要指标"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试验组

治疗第
$

周总胆红素水平即显著下降&对照组第
:

周

始明显下降'"随着治疗时间延长退黄作用更加明显"

治疗
5

周时血清
)N(T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试验组

的
W),

在治疗第
$

周和第
:

周时明显升高"对照组则

在第
5

周时与基线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中

药能够促进和加快
,&TU

患者黄疸的消退及肝脏合成

能力的恢复"这亦是以解毒凉血方为主的中医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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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SN1

$

,&TU

病死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热解毒,

凉血活血,通腑泄浊法能阻碍胆红素的肠肝循环"减少

胆红素的重吸收"促进内毒素,尿素氮和肌酐等有毒物

质排出体外"使邪祛正复+ 临床观察发现"疾病早中期

的患者"正处于正盛邪实的阶段"邪正交争剧烈"早中

期重用清热解毒,凉血活血之法能够有效促进黄疸的

消退"防止热毒之邪耗血动血,邪陷心包,甚则内闭外

脱等症的发生"从而顿挫病势"阻断疾病的进一步

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解毒凉血法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案"体现了笔者$解毒凉血重通腑"健脾化湿顾中焦%

的学术思想和$病
!

证
!

症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理念"该方案能够降低
SN1

$

,&TU

患者病死率"特别

是对于病情处于中期患者及早应用中医药治疗是提高

疗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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