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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临床研究中眩晕疗效评价方法的思考

刘红梅"李"涛

摘要"眩晕是患者的一种主观感觉"病情轻重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临床上缺乏一种公认的能够准

确#全面评价眩晕的量化评估方法$ 减少眩晕发作#促进平衡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应做为眩晕疗效评价

的重点$ 笔者认为建立眩晕的中医疗效评价体系"首先应区分不同%病&"可以考虑比较粗略地分成系统性

眩晕和非系统性眩晕$ 系统性眩晕可以选择
H&I8

眩晕调查问卷或头晕残障量表结合一种平衡功能测定

指标来综合评价眩晕的疗效"而对于非系统性眩晕则以
H&I8

眩晕调查问卷或头晕残障量表为主要疗效指

标较为合适'其次"应结合不同的眩晕病因"选择既符合疾病特点又符合中医学理论的症状表征"针对不同疾

病制定相应的证候疗效标准"而不应简单地将证候诊断标准做为疗效评价标准$

关键词"眩晕'中医'疗效评价

)JBDKBDL A0/M. 312.BL/ ?NN1-.BO1D1PP ?OA4MA.B/D +1.J/QP BD &4BDB-A4 R1P1A2-J /N &JBD1P1 +1QB-BD1

I(H S/DL

$

@1B ADQ I( )A/

"

E1TA2.@1D. /N 61M2/4/LU

"

VBUMAD S/PTB.A4 /N &JBDA 8-AQ1@U /N &JBD1P1

+1QB-BD1 9-B1D-1P

"

W1BXBDL

#

#"""=#

$"

&JBDA

8W9)R8&)

%

312.BL/ BP A KBDQ /N TA.B1D.P

%

PM0X1-.BO1 N114BDLP5 )J1 P1O12B.U /N O12.BL/ BP -4/P14U 214A.

$

1Q ./ @ADU NA-./2P 5 WM. Y1 A21 PJ/2. /N A Y144 A--1T.1Q ZMAD.B.A.BO1 1OA4MA.B/D @1.J/Q -ATA041 /N A--M

$

2A.14U ADQ -/@T21J1DPBO14U 1OA4MA.BDL O12.BL/ BD -4BDB-P 5 R1QM-BDL .J1 /DP1. /N O12.BL/

"

1DJAD-BDL .J1 21

$

-/O12U /N 1ZMB4B02BM@ NMD-.B/D

"

ADQ B@T2/OBDL .J1 ZMA4B.U /N 4BN1 /N O12.BL/ TA.B1D.P PJ/M4Q 01 .AK1D AP .J1

N/-MP /N 1OA4MA.BDL .J12AT1M.B- 1NN1-.P 5 8P N/2 1P.A04BPJBDL A &JBD1P1 @1QB-A4 1NN1-.BO1D1PP 1OA4MA.B/D

PUP.1@ N/2 O12.BL/

"

Y1 014B1O1 Y1 PJ/M4Q QBP.BDLMBPJ QBNN121D.

&

QBP1AP1P

'

5 *1 -/M4Q 2/MLJ4U BQ1D.BNU B. AP

PUP.1@B- O12.BL/ ADQ D/D

$

PUP.1@B- O12.BL/5 [/2 PUP.1@B- O12.BL/

"

.J1 1NNB-A-U /N O12.BL/ -/M4Q 01 -/@

$

T21J1DPBO14U 1OA4MA.1Q 0U H&I8 O12.BL/ ZM1P.B/DDAB21 /2 QB\\BD1PP JADQB-AT BDO1D./2U -/@0BD1Q YB.J 1

$

ZMB4B02BM@ NMD-.B/D .1P.BDL BDQB-1P5 WM. N/2 D/D

$

PUP.1@B- O12.BL/

"

.J1 1NNB-A-U /N O12.BL/ -/M4Q 01 -/@T21

$

J1DPBO14U 1OA4MA.1Q 0U .AKBDL H&I8 O12.BL/ ZM1P.B/DDAB21 /2 QB\\BD1PP JADQB-AT BDO1D./2U AP @ABD 1NNB-A

$

-U BDQB-1P5 91-/DQ4U

"

Y1 PJ/M4Q ADA4U\1 QBNN121D. 21AP/DP N/2 O12.BL/

"

-J//P1 PU@T./@P ADQ PBLDP BD 4BD1

YB.J O12.BL/ N1A.M21P AP Y144 AP YB.J &JBD1P1 @1QB-A4 .J1/2B1P

"

ADQ N/2@M4A.1 -/221PT/DQBDL PUDQ2/@1 1N

$

N1-.BO1D1PP P.ADQA2QP A--/2QBDL ./ QBNN121D. QBP1AP1P5 *1 PJ/M4Q D/. PB@T4U .AK1 PUDQ2/@1 QBALD/PBP

P.ADQA2QP AP 1NNB-A-U 1OA4MA.B/D P.ADQA2QP5

]?;*,RE9

%

O12.BL/

(

&JBD1P1 @1QB-BD1

(

1NN1-.BO1D1PP 1OA4MA.B/D

""眩晕是患者的一种主观感觉"病情轻重与其病因)

病变部位的不同"以及该次发病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

的长短和患者本身的耐受程度和心理)情绪等因素密

切相关"长期以来尚缺乏一种公认的能够准确)全面评

价眩晕的量化评估方法"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医

临床研究中眩晕的疗效评价方法进行探讨*

#

"目前临床研究中常用的眩晕程度评价方法"

目前临床常用的评价手段大致可以分为调查问卷和客

观检测两类* 前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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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检测方法包括%#

#

$眩晕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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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功能评价%计时平衡试验)海绵

垫姿势描记)计算机动态姿势描记仪等+

>

,

*

!

"合理选择不同评价方法的必要性"临床研究

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临床疗效"只有合适的疗效评价才

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为临床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合

理的疗效评价指标应具备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目

前常用的眩晕评价方法中"中国专家共识的
<

级标

准+

#

,按照眩晕对日常生活影响程度分级"优点是简单

易操作"但无法定量评价*

H&I8

眩晕调查问卷+

!

,和

头晕残障量表+

%

,均涉及由前庭功能紊乱而导致的情

绪)身体和功能损害"涵盖面较大"能比较全面地反映

眩晕患者的生活质量"适用面广泛"是比较理想的评价

工具"其中头晕残障量表在临床应用较广"已有较多的

研究验证了其有效性+

=

"

#"

,

"但这两个量表内容较多)填

写比较复杂是其缺点* 健康状态调查问卷
9[

$

%<

量

表涉及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两方面"评价健康的
>

个

维度"评估生活质量比较全面"但该量表不是专为眩晕

而设"针对性不强"如何将与眩晕无关的因素尽量减小

从而降低无关因素的干扰"目前还没有更多资料*

3389

+

$

,和
39(

+

<

,均是由患者自己对各个项目从
"

&

#"

选择适合的分数"比较直观"符合患者的自我感受"

有研究显示前庭疾病组的
3389

得分与
ES(

总分及

三个因子得分均有显著的相关性"

3389

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和可靠性+

$

,

"但二者均未包含情绪和功能损

害的内容"是否适用于非前庭疾病还需验证* 平衡功

能的客观检测方法可以定量测定患者的平衡功能"缺

点是不能反映功能障碍对患者的实际影响"而且不适

合评价非前庭性头晕"有特定的适用范围* 比较而言"

笔者认为
H&I8

眩晕调查问卷和
ES(

可能是比较合

理有效的疗效评价手段"可适用于大多数眩晕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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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适合用来评价眩晕"

3389

和
39(

及各种

平衡功能检测适用于前庭性眩晕患者* 眩晕临床研究

中不仅要考虑评价手段本身的敏感性)特异性以及操

作是否方便"还要根据眩晕的性质和病因选择合适的

疗效评价方法"至少应区分是否为前庭性眩晕*

%

"中医眩晕证临床研究中疾病疗效评价与证候

疗效评价的关系"病证结合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主

要诊疗模式"如何建立客观)科学的中医临床疗效评价

体系是科学全面地评价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

##

,

* 目

前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的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

合的病证结合模式"这就无疑涉及到疾病疗效和证候

疗效评价两方面"但疾病疗效和证的疗效的地位应根

据具体疾病的特点"不应一概而论* 笼统地说"证作为

疗效评价指标似乎不应舍弃"那么把中医的证作为所

有疾病疗效评价指标是否科学和可行呢- 并不是所有

的疾病都适合用证来评价中医干预因素的疗效* 疗效

评价指标的选择应该服从科学原则"因病制宜+

#!

,

*

首先"应明确眩晕治疗的有效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眩晕是一种主观的体验及平衡功能的障碍"因此无法

以化验指标或影像学指标来评价其严重程度* 平衡功

能失调带来的日常活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降低"以及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情感体验是眩晕患者主要的困

扰"因此减少眩晕的发作次数)程度"促进平衡功能的

恢复"提高眩晕患者的生活质量应作为评价疗效的重

点"目前已有各种半定量的量表和前庭功能的客观检

查手段如动态平衡仪可以从主观)客观上评价眩晕的

程度"应以此作为眩晕治疗有效性的主要评价指标*

由于眩晕涉及多系统疾病"不同病因的眩晕临床表

现和功能损害不同"在构建眩晕疗效评价体系时应考虑

区分不同性质的眩晕选择适合的指标"但眩晕的确切病

因诊断困难"除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

01DBLD TA2/^

$

UP@A4 T/PB.B/DA4 O12.BL/

"

W__3

$)梅尼埃病等少数具

有特异性表现的疾病可以做出比较明确的诊断"大部分

疾病确切病因尚不清楚"因此过细地区别眩晕也不符合

临床实际"可以考虑比较粗略地分成系统性眩晕和非系

统性眩晕* 根据眩晕性质"系统性眩晕可以选择
H&I8

眩晕调查问卷或头晕残障量表结合一种平衡功能测定

指标来综合评价眩晕的疗效"而对于非系统性眩晕则以

H&I8

眩晕调查问卷或头晕残障量表为主要疗效指标

较为合适"客观的平衡功能检测指标则不一定必选"焦

虑抑郁等精神性疾病还可以考虑选择汉密尔顿焦虑抑

郁量表作为次要疗效评价指标*

将证的变化纳入眩晕的疗效评价体系"首先需区

分证的诊断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确定科学合理的证

候疗效评价标准* 现有中医临床研究中"中医疗效评

价一般体现为证候的评价"即以证候的变化来判断疗

效* 但证候变化涉及疾病演变和对干预手段的响应以

及合并疾病的影响"证候从出现到消失"从一种状态转

换为另一种状态"并不能说明干预的效果"例如痰浊上

扰型眩晕经治疗后恶心)呕吐)脘腹痞满等症状缓解"

出现倦怠乏力"证候由痰浊上扰转变为气虚证"证候类

型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干预手段的有效性* 证候的临床

价值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辨证标准只解决辨证和论治

问题"不能反映疗效"疗效评价需另选其他指标(二是

辨证标准既为论治服务"同时也参与疗效评价+

#!

,

* 在

眩晕的证候标准中"有些症状和体征携带了证候信息"

用于做出证候诊断"如头胀痛)舌红)脉弦或弦细用于

诊断阴虚阳亢证(胸闷脘痞)苔腻)脉滑用于诊断痰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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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扰证(神疲乏力)畏寒怕风)舌淡)脉细弱用于诊断气

虚证* 另有一些症状"对其他相关症状起注释作用"例

如&眩晕因劳累加重'用于注释气虚证"这些症状表征

在完成中医证的诊断后"对疗效判断可能意义不大*

另外"舌象和脉象在疗效评价中的意义也会因具体疾

病而不同* 在眩晕的证候研究中"发现舌体适中)舌质

老嫩正常)津液正常者占多数"正常舌色和舌苔的出现

率最高+

#%

,

"出现最多的脉象是细脉)沉脉)弦脉等比较

容易区分的几种+

#%

,

"而且脉象的标准化一直没有突

破"对同一患者的脉象判断上不同的医生常常存在异

义"因此"不建议将舌象和脉象纳入眩晕的疗效评价

体系*

证候是由各种症状表征组成的)标识病位与病性

的综合体"包含主症与次症"有研究显示"在眩晕患者

中除眩晕#头晕$主症外"出现率较高#

!"`

以上$的症

状有心烦易怒)口干口渴)耳鸣)记忆减退)怕冷)恶心

呕吐)走路不稳)易疲倦)头疼)做梦)易醒)入睡困难)

听力减退)便秘)脖子僵硬)怕热)胸闷)气短)睡眠减

少)心慌等+

#$

,

* 在这些症状中有些属于前庭性眩晕的

特异伴随症状"如恶心)呕吐)耳鸣)心慌)出汗等"此类

症状与眩晕的发作紧密相关"而且与眩晕程度有关"可

以考虑纳入证候疗效指标*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症状涉

及到眩晕患者的生活质量"如心烦)急躁易怒)失眠)容

易疲倦)记忆减退等"可以作为中医疗效评价体系的一

部分* 但仍须经过大样本的临床调查"确定所选择的

中医症状与眩晕#头晕$存在的共生关系"并随头晕症

状的变化而相应转归*

$

"构建眩晕证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议"临床流行病学专家赖世隆教授指出"完善的中医

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构建%

#

#

$对于&病'的公认的常规疗效评价指标(#

!

$构成

证候症征变化的评价指标(#

%

$生命质量的评价指标"

包括通用的生命质量评定量表)体现中医学特点的通

用生命质量量表)疾病特异性的生命质量量表+

#:

,

* 对

照这三方面的要求"建立眩晕的疗效评价体系"首先应

区分不同&病'"根据病因选择合适的疗效评价指标*

其次"中医证候的评价指标与西医病因相结合"建立不

同的证候评价标准"如同为痰浊证的主要症状"恶心)

呕吐是前庭性眩晕常见表现"可以作为痰浊型前庭性

眩晕的证候疗效标准"而头昏)头重如裹)胸闷)腕腹痞

满等"则是非前庭性头晕的常见症状"相应可以作为痰

浊型非前庭性头晕的证候疗效标准* 同理"同为前庭

性眩晕的常见症状耳鸣)耳聋"在中医则一般属于肝肾

阴虚证或阴虚阳亢证"可以考虑将其纳入肝肾阴虚型

#阴虚阳亢型$前庭性眩晕的证候指标* 而对于生命

质量的评价指标"眩晕患者可以借鉴
H&I8

眩晕调查

问卷或头晕残障量表"

9[

$

%<

量表如在大规模调研基

础上增加与眩晕有关的项目"剔除与眩晕无关项目的

干扰"使之更适于眩晕患者使用"也是可以考虑选择的

指标"另外也可借鉴目前日益受到重视的患者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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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T/2.1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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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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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眩晕作为一个症状而非特定的疾病"在中医

临床研究中其疗效评价应考虑不同病因的特点"以病

为纲"以证为目"并结合病的临床表现选择适合的证候

元素* 中医研究亦应遵循科学原则"在制定评价标准

时不能一味纠结于中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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