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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第二病因探微

李成荫#

"晏婷婷!

"吴素玲&

"汪"悦#

摘要"干燥综合征属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中医学认为本病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病理产物!如#燥毒$%#瘀血$等!既是疾病发生的结果!又是疾病进一步发展的病因!故被称为第二病因" 笔

者通过梳理#第二病因$概念!找出干燥综合征主要的第二病因!并分析其现代医学依据!表明祛除第二病因

是治疗干燥综合征的关键"

关键词"干燥综合征&第二病因&病理因素&燥毒&瘀血

NO1PC.E C.Q1 R/K1.I NBQH121ECKB2 SBKQ1OT 1U RV

$

EO/.

%

T RF.IO1A/

"

W) 'H/.E

#

FC.

#

"

:X4 *C.E

#

QC.E

!

"

+Y R-

#

2C.E

&

"

B.I +X4Z :-/

#

"

# SCOTQ '122/E/ 1U '2C.CKB2 ,/ICKC./

"

4B.VC.E Y.C[/OTCQF 1U 'HC./T/ ,/IC

#

KC./

"

4B.VC.E

$

!#""!&

%"

'HC.B

&

! ).TQCQ-Q/ 1U WCQ/OBQ-O/ \/T/BOKH C. 'HC./T/ ,/ICKC./

"

4B.VC.E Y.C[/OTC

#

QF 1U 'HC./T/ ,/ICKC./

"

4B.VC.E

$

!#""!&

%"

'HC.B

&

& L/GBOQA/.Q 1U \H/-ABQ121EF

"

4B.VC.E 71TGCQB2 1U

*OBICQC1.B2 'HC./T/ ,/ICKC./

"

4B.VC.E

$

!#""!&

%"

'HC.B

X]R*\X'*

$

RV

$

EO/.

%

T TF.IO1A/ CT B KHO1.CK B-Q1CAA-./ ICT/BT/ DCQH -.K2/BO /QC121EF3 SO1A QH/

G1C.Q 1U /QC121EF

"

'HC./T/ A/ICKC./

$

',

%

QH/1OF H12IT QHBQ GBQH121ECKB2 GO1I-KQT 2C^/ IOF Q1_C.

"

P211I TQB

#

TCT BO/ GO1I-K/I C. QH/ GBQH121ECKB2 GO1K/TT3 *H/F BO/ P1QH GBQH121ECK O/T-2QT B.I GBQH1E/.CK UBKQ1OT U1O CQT

U-OQH/O I/[/21GA/.Q3 R1 GBQH121ECKB2 GO1I-KQT BO/ B2T1 .BA/I BT T/K1.I GBQH1E/.CK UBKQ1OT3 ). QHCT BOQCK2/

"

QH/ K1.K/GQ 1U T/K1.I GBQH1E/.CK UBKQ1OT DBT T1OQ/I B.I I/UC./I3 ,BC. T/K1.I GBQH1E/.CK UBKQ1OT 1U

RV

$

EO/.

%

T TF.IO1A/ D/O/ GC.G1C.Q/I

"

B.I QH/CO A1I/O. A/ICKB2 PBT/T D/O/ B.B2F`/I3 X-QH1OT KBA/ Q1 B

K1.K2-TC1. QHBQ K2/BOC.E BDBF T/K1.I GBQH1E/.CK UBKQ1OT CT B ^/F G1C.Q C. QO/BQC.E RV

$

EO/.

%

T TF.IO1A/3

;@:+M\LR

$

RV

$

EO/.

%

T TF.IO1A/

&

T/K1.I GBQH1E/.CK UBKQ1O

&

GBQH121ECKB2 UBKQ1O

&

IOF Q1_C.

&

P211I TQBTCT

""干燥综合征是外分泌腺被淋巴细胞浸润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

#

&

&

(

) 泪腺及唾液腺最常受累"干燥综合征

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口干*眼干等外分泌腺受累的症

状'

9

(

) 中医古籍并无与之相应的病名"现代中医医家

根据干燥综合征的症状特点将其归于+燥证,或+燥

痹,之范畴'

$

(

) 现代医学关于干燥综合征病因的解

释"多围绕在患者的易感基因和感染$如
@]

病毒感染

等%方面"对于干燥综合征而言"这些病因多为易感因

素和始动因素"一般不贯穿疾病的始终"对于本病的预

防有积极意义"但治疗意义不大"且目前关于干燥综合

征确切的致病因素仍不清楚'

%

(

) 中医学对于干燥综

合征病因亦众说纷纭"难以统一) 但中医根据审证求

因"可以寻找出干燥综合征+第二病因,的病理因素"

这不仅有利于统一归纳其证型"且为更好指导中医临

床治疗干燥综合征提供便利)

#

"第二病因概念

第二病因"又称病理因素'

8

"

5

(

"是疾病发生和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它的产生会进一步加剧病情的发展"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中"包括毒*瘀*痰饮*结石等'

?

(

) 其中

这里的痰饮为广义痰饮"包括痰*水*湿等病理因素'

#"

(

)

这些病理因素与干燥综合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毒*

瘀与干燥综合征更为相关"而痰饮和结石与干燥综合征

关联较小) 吴茂猷'

##

(对干燥综合征病理因素的统计中

排在前位的为毒与瘀"痰饮亦有少量涉及"但无结石此

病理因素) 笔者重点论述毒*瘀与干燥综合征的关系)

!

"毒与干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在临床症状上表现出一派津亏之象"

所谓+燥胜则干,"将干燥综合征之病因归于燥邪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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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 燥邪有外感与内生之别) 外感之燥"多发

于秋季"与季节有很强的相关性"病程较短) 但干燥综

合征的发病"与季节无明显的关系"且病程冗长"迁延

难愈) 所以干燥综合征的燥邪非外感之燥) 内生之

燥"为内生五邪的一种"又称津伤化燥) 此邪的致病特

点与干燥综合征疾病的特点颇为相似"均可有口眼干

燥*舌红少苔等症状"而且摆脱了发病季节及病程长短

的局限) 但除此之外干燥综合征表现的症状更为严

重) 本病可因唾液分泌的减少"引起牙齿的片状脱落"

出现猖獗齿"甚者还可出现肝*肾*肺等脏器的损害和

淋巴瘤'

#!

(

) 病情之甚非一般之内燥所能解释) 但是

这为干燥综合征病邪性质的界定提供鉴别要点#一此

病邪非外感"二此病邪较一般诸邪致病力更强)

中医学对于+毒,的认识"则为干燥综合征的病机

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中医学理论中"毒的概念较

为复杂"其含义基本可归纳概括为以下四类#一类是指

乖戾之气'

#&

(

"如吴又可-温疫论.所论#+其年疫气盛

行" 所患者重" 最能传染"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二类

是指药物的峻烈之性'

#9

(

"如-素问.所论#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 常毒治病" 十去其七&三类是指与某邪结

合"此邪可外感"也可内生"如火毒*湿毒*燥毒*风毒*

寒毒等"表示此邪气的亢盛'

#$

(

"现代医家认为邪之盛

者谓之毒'

#%

(

) 又如-素问!五常政大论.王冰注#+夫

毒者"皆五行标盛暴烈之气所为也,&四类是指特殊的

致病因素"如漆毒*水毒等'

#8

(

) 以上诸毒满足干燥综

合征病邪特点的"只有第三类的内生之毒) 再从干燥

综合征津亏之象的主症上来看"不难推出此种病邪主

要为燥毒"但也可能兼夹火毒*湿毒等) 燥毒的在来源

上则为内生"但诱发其产生可能为外部环境$如外感

诸邪%与机体$如素体阴虚%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为

燥毒产生的外在条件"一旦燥毒产生之后"其性质与外

感之邪及素体性质迥然不同"并伴随着疾病的始终)

燥毒兼具内燥与毒邪的性质"其本质是疾病的病理产

物"且它的产生会进一步加重病情的发展) 若燥毒不

能及时被清除"则逐渐蕴积于体内"最终量变引起质

变"导致强烈的破坏作用"戕害机体)

&

"瘀与干燥综合征

瘀亦为干燥综合征疾病过程中易产生的病理产物)

它一般产生于疾病的中后期"多由干燥综合征病机演化

而来) 或者说是+第二病因,的+第二病因,) 以燥毒为

例"燥邪易致瘀"而作为亢盛之燥的燥毒则极易酿

瘀'

#5

&

!"

(

) 如-医学入门.所论#+盖燥则血涩气液为之

凝滞,) -医学法律.亦有云#+燥胜则干"夫干之为害"

非遽赤地千里也"有干于外而皮肤皱揭者"有干于内而

精血枯涸,) 因燥致瘀之生理基础在于津血同源"如-灵

枢!邪客篇.所论#+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

为血,) 又如-灵枢!痈疽篇.所云#+津液和调"变化赤

为血,) 也正是因为津血同源"所以瘀的产生会进一步

加重津液的亏虚"使燥邪进一步亢盛'

!#

&

!&

(

) 如-金匮要

略.有云#+病人胸满" 唇痿舌青" 口燥" 但欲漱水不欲

咽" 无寒热" 脉微大来迟" 腹不满" 病人言我满" 为有

瘀血也,) 又如-血证论.所述#+有瘀血"则气为血阻"

不得上升"水津因不得随气上升,)

9

"现代医学中干燥综合征的+第二病因,

干燥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在疾病的过

程中"有许多物质表达异常升高"而异常升高的物质会

进一步地加剧干燥综合征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这些物

质中包括了大量的细胞因子"如
)W

#

#!

*

)W

#

%

*

)W

#

#8

*

*4S

#

"

*

#

#干扰素$

)S4

#

#

%等'

#!

(

) 这些细胞因子"在干

燥综合征会表达异常升高"而升高的细胞因子又会进

一步地加剧病情的发展) 例如"在干燥综合征的唾液

腺组织
)S4

#

#

表达较健康人的唾液腺组织异常升高"而

升高的
)S4

#

#

可以活化
KBTGBT/

#

5

及+死亡受体,通

路而导致唾液上皮细胞的凋亡"从而使唾液分泌进一

步减少'

!9

"

!$

(

) 再如"干燥综合征唾液腺中
)W

#

#8

A\4X

表达水平相对健康人明显升高"而
)W

#

#8

表达水

平的高低与唾液腺组织损伤呈正相关'

!%

"

!8

(

) 又如"

*4S

#

"

在干燥综合征的疾病中升高"

*4S

#

"

则会抑制

唾液腺体中水通道蛋白
$

$

Ba-BG1OC. $

"

XbN$

%的表

达"

XbN$

表达的减少意味着唾液腺分泌唾液功能的降

低'

!5

(

) 由于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中西两种医学的差

异"中医的第二病因$如毒*瘀等%是否等同于现代医学

干燥综合征中异常升高的致病物质$如细胞因子等%还

需要更多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相关)

理由是#利用润燥解毒"活血化瘀法治疗干燥综合征可

以降低干燥综合征异常升高的致病物质) 养阴活血法

可以降低干燥综合征患者外周血中的
)S4

#

#

的水

平'

!?

(

) 益气活血法可降低干燥综合征
4ML

小鼠颌下

腺细胞中的
)W

#

#!

和
*4S

#

"

的表达水平'

&"

(

) 解毒化瘀

法能够保护小鼠颌下腺中
XbN$

的表达等'

&#

(

)

$

"祛除+第二病因,为治疗干燥综合征的关键

+第二病因,的产生是疾病发生的结果"也是疾病

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所以祛除+第二病因,则应是治疗

干燥综合征基本策略) 因燥毒贯穿着疾病的始终"而

瘀在疾病的中晚期出现"那么润燥解毒应该为干燥综

合征治疗全程的基本大法"在疾病的中晚期治疗上应

该注重活血化瘀) 不过在具体的治疗当中"也应该考

虑到兼证的存在) 例如"因燥毒伤津耗气"瘀血阻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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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所以在润燥解毒*活血化瘀同时"也应补气调气)

此外"还可对+第二病因,的进行定位"联系脏象理论"

有的放矢"这样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干燥综合征疾病发生的原因难以明确"但是

可以通过审证求因找到疾病的+第二病因,) 对+第二

病因,的把握有利于抓住干燥综合征疾病发展的关键"

围绕祛除+第二病因,确定治疗大法"不仅简便易行"也

有利于提高中医药治疗干燥综合征的疗效) 值得强调

的是"干燥综合征的+第二病因,主要有燥毒*瘀血"还可

有痰饮*水湿等) 本文主要通过对燥毒与瘀血分析的提

供一种思路"在具体的临证过程中还应该通过这种思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此外"除了干燥综合征"许多风湿

免疫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中产生

大量的病理产物"这些病理产物主导着疾病的进一步发

展"也可通过这种思路去把握和治疗此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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