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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蝉汤治疗支气管哮喘 68 例临床观察

张晓斌
(泰兴市人民医院

,

泰兴
,
2 2 5 4 0 0)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常见疾病
,

笔者近年来采

用自拟地蝉汤配合治疗
,

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

现

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观察 68 例患者
,

其中男 42 例
,

女 26

例
,

年龄 2~ 86 岁
。

轻度发作者 38 例
,

中度发作

者 30 例
J
伴慢性支气管炎者 24 例

,

合并肺部感

染者 16 例
,

合并肺部感染者 28 例
;
有家族史者

14 例
。

就诊前发病时间最短者 1 天
,

最长者 26

天
,

平均时间为 8
.

6天
。

本组病例症候以咳嗽
、

呼吸困难
、

喉中痰鸣

有声
,

甚至张 口抬肩
,

鼻翼编动
,

不能平卧为特

征
。

68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 6 例 ) 和对照组 (3 2

例 )
,

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
,

包括吸氧
、

抗感染及

对症处理
,

治疗组加服地蝉汤
,

视病情及对象适

当调整服药量和间隔时间
。

地蝉汤基本方
:

地龙

1 2 9
,

蝉脱 1 2 9
,

炙麻黄 89
,

半夏 99
,

苏子 1 29
,

川贝母 1 09
,

桔梗 9 9
,

杏仁 10 9
,

炙款冬 1 2 9
,

甘

草 59
。

症状加减
:

外感初起兼恶寒
,

头痛者加桂

枝
、

防风解表散寒
,

伴见形寒
、

发热身痛者加用

黄芬
、

桑白皮清热化痰
; 痰黄稠不易咯出或夹有

血痰者
,

加用鱼腥草
、

海浮石
、

天竹黄泻肺涤痰
;

痰多清稀而粘
,

不易咯出者
,

加用细辛
、

干姜温

化寒痰
; 湿重伴恶心呕吐

,

纳呆者加用获等
、

莱

服子健脾化痰
; 因情志因素刺激而诱发加重者加

用沉香
、

木香开郁降气平喘
;
烦热口 干欲饮

,

咽

喉不利者加用沙参
、

麦冬润肺养阴
; 喘促 日久

,

动

则喘甚
,

呼多吸少者加用蛤蚁
、

胡桃肉
、

巴戟天

辛卜肾纳气平喘
。

上方加水 5 0 0 m l
,

浸泡后煎煮
,

煮沸 I Om i n
,

取药汁 3 0 0 m l
,

药渣加水 s o o m l
,

煮沸浓煎 Z o m i n
,

取药汁 20 0m l
,

将两煎药汁混合备服
。

轻度或中度

发作者每 日服 1 剂
,

早晚两次分服
; 较重者 日服

两剂
,

分 4 ~ 6 次服完
,

小儿剂量及服药量酌减
。

对照组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同时
,

加服首乌喘息灵

(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
、

固本咳喘片 (浙

江台州制药厂生产 ) 等药物
,

两组均观察 5 天
。

临床观察主要为治疗前后咳
、

喘
、

痰等症状

以及肺功能改变情况
。

肺功能检查
: 1 秒钟用力呼

呼气容积 ( F E V
I
)

,

最大呼气流量 ( P E F )
,

7 5%
、

5 0%
、

2 5 %肺活量时的最大呼气流量 ( V
7 5 、

V
S。 、

V
2 5
) 及用力肺活量 ( F V C )

。

疗效标准
:

痊愈
:

临床主要症状
、

体征完全

消失
,

肺功能恢复至正常
; 显效

:

哮喘得到控制
,

其他症状基本消失
;
有效

:

哮喘发作次数减少
,

程

度减轻
; 无效

:

主要临床症状无改善
,

或病情继

续恶化
。

结果经治疗后 随访治疗组 36 例中
,

痊愈 7

例
,

显效 13 例
,

有效 n 例
,

无效 5 例
,

总有效

率 86
.

1写
。

对照组 32 例中痊愈 5例
,

显效 4 例
,

有效 12 例
,

无效 11 例
,

总有效率 6 5
.

6 %
。

经统

计学处理
,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1 )
。

治疗前后

功能比较见附表
。

附表 地蝉汤治疗前后息者肺功能的变化 行 士 , )

组别 例数 F E V I ( I
`

P E F ( L / S ) V 7。 ( I
J

/ S ) V , 5 ( I丫 S ) V 7 : ( I
J

/ S ) F V C ( I

治疗组 治前

治后

治前

治后

::
1

.

5 0士 0
.

4 2

2
.

0 6士 0
.

51
. △

对照组

:;
1

.

4 1士 0
.

5 3

1
.

8 3士 0
.

4 6

5
.

8 6士 1
.

3 3

6
.

6 7士 1
.

4 6
’

5
.

5 9士 1
.

5 5

6
.

4 3士 1
.

1 8

4
.

8 8士 1
.

7 9

5
.

5 6士 1
.

1 8
.

4
.

7 6士 1
.

3 1

5
.

3 7士 0
.

9 1

3 9 2士 1
.

1 6

3
.

61 士 0
.

7 7
.

△

3
.

0 6士 0
.

8 5

3 3 2士 0
.

5 8

1
.

4 2士 0
.

5 1

1
.

6 2士 0
.

3 5
. △

1
.

3 8士 0
.

39

1
.

5 1士 0
.

26

2
.

2 1士 0
.

6 4

2
.

2 7士 0
.

5 7

2
.

0 6士 0
.

5 1

2
.

2 6士 0
.

5 9

与治疗前比较
, ,

尸 < 0
.

05 ;
与对照组比较

,

△ p < 0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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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离子导人法治疗慢性活动型

肝炎
、

肝炎后肝硬化 117 例分析
沈洪云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

扬州
,

2 25 0 01 )

作者 1 9 9 3 年 10 月 ~ 1 9 9 4 年 9 月应用中药

离子导入法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及肝炎后肝硬化

1 1 7 例
,

效果较为满意
,

现报告如下
。

l 临床资料

本组 1 17 例均符合 1 9 9 1 年上海病毒性肝炎

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
,

男 98 例
,

女 19 例
,

年龄

18 一 6 5 岁
,

慢性肝 91 例
,

肝硬化代偿期 17 例
,

失

代偿期 9例
。 ,

自拟肝病外治 I 号方
,

包括柴胡
、

获术
、

虎杖
、

红花
、

绞股兰等
。

导入穴位
:

期门

(肝之募穴 ) 位于乳头直下第 6 肋间隙
;
肝俞 (肝

之俞穴 ) 位于第 9 胸推向右旁开 1
.

5 寸 ( 只用右

肝俞穴 )
。

将肝病外治 I 号方中药物碾碎
、

浸泡
,

浓煎成 s o o m l
,

过滤
,

每 m l 含生药 0
.

59
,

每 l o o m l

浓煎药液中加乌龙膏 l o m l
,

p H < 6
。

将浸透药液

的纱布垫采用 G F D一 Z A 型直流迭加低频脉冲仪

取肝脏的相关穴位期门
、

肝俞 (右 )
,

将药物离子

导入肝脏
,

电流输入强度一般为 3 ~ s m A
,

治疗时

间每次 30 m in
,

每 日一次
,

每 10 次为一疗程
,

一

般治疗 3 个疗程后复查肝功能及 B 超
、

乙肝九项
,

西药治疗组 60 例
,

采用常规保肝治疗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
:

临床症状消失
,

肝功

能恢复正常
;
有效

:

临床症状改善
,

肝功能基本

正常
; 无效

:

治疗一个月后症状未见好转
,

肝功

能无改善
。

结果中药离子导入组 1 17 例中
,

显效

33 例
,

有效 73 例
,

无效 n 例
,

总有效率 90
.

6% ;

西药组 60 例中
,

显效 9 例
,

有效 33 例
,

无效 18

例
,

总有效率 85
.

0%
。

2 讨 论

慢性活动性肝炎
、

肝炎后肝硬化病程长
、

病

情复杂
,

目前多采用综合治疗
。

中药离子导入迭

加电疗法是将直流电场
、

低频脉冲和中药离子导

入三种疗法共同作用于人体以起到针炙
、

按摩
,

通

过皮肤穴位给药三位一体的效果
。

自拟肝病外治导入方剂 由柴胡
、

虎杖
、

红花
、

羲术等中药组成
,

另加乌龙骨
,

方中药物共同作

用于人体通过肝脏在体表相关穴位起到清热解

毒
、

活血化寮
、

软坚散结的作用
。

慢性活动性肝

炎及肝炎后肝硬化病人由于病程较长
,

服药种类

多
,

时间长
,

因此患者大多表现有不同程度的上

消化道不适症状
,

而中药离子导入法既可增加药

物中有效成份对肝脏的作用
,

同时也可避免药物

对消化道的损伤
。

该疗法方法简便
,

价格低廉
,

疗效理想
,

使

用中除个别病人出现局部皮肤搔痒外
,

未发现有

毒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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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支气管哮喘属于祖国医学的哮证
、

喘证范畴
。

笔者认为
,

哮喘之病
,

病位在肺
,

然多由风邪诱

发
。

所谓风邪
,

一是外界贼风导致
,

肺失宣肃则

为喘咳
,

二是肝风为患
,

肝为风中之脏
,

或疏泄

不及
,

或升发太过
,

都可影响肺之宣肃
,

致风动

金鸣
,

故其发病机理为风邪外乘皮毛
,

内应于肺
,

肺气郁痹不宣
,

致有咳喘发作
。

治宜疏风宣肺
,

化

痰平喘
。

而地龙一味
,

擅平肝解痉主外风之长 ; 蝉

蜕此药
,

具疏风宣肺主内之能
,

二药相配
,

肺气

得宣
,

则气道通畅
,

痰湿得化
,

逆气得降
,

桔梗

配杏仁
,

一升一降
,

共奏化痰平喘之功
;
麻黄

,

宣

肺平喘
,

款冬
、

川贝母润肺平喘化痰
;
苏子

、

半

夏降逆化痰
,

甘草调和诸药
,

从而达到定嗽止喘

目的
。

据现代药理学研究
,

从广地龙中提取得一种

含氮的有效成分
,

能提高肥大细胞内
c A M P 的浓

度
,

并能拮抗组织胺及毛果芸香碱对支气管的收

缩作用
,

蝉蜕亦具有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

抗

过敏的作用
。

本文结果表明
,

临床使用地蝉汤配

合治疗支气管哮喘确具有一定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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