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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清肺汤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效果观察

醋富平*

陕西省扶风县天度镇南阳卫生院，陕西� 722202

摘� � 要：目的：观察研究养阴清肺汤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例老年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参与研究，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内均有��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

采取西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养阴清肺汤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肺功能评分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肺功能改善

明显，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养阴清肺汤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效果良好，得进

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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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DFW���EMHFWLYH��To�study�the�clinical�effect�of�yangyin�qingfei�decoction�on�senile�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

�LVHDVH���HWKRG��2QH�KXQ�UH��DQ�� WHQ�SDWLHQWV�ZLWK� VHQLOH� FKURQLF�REVWUXFWLYH�SXOPRQDU���LVHDVH� LQ�RXU�KRVSLWDO�ZHUH�

UDQ�RPO���LYL�H�� LQWR� WZR�JURXSV���DFK�JURXS�KD�����FOLQLFDO��DWD�RI�SDWLHQWV�WR�EH�VWX�LH���7KH�FRQWURO�JURXS�ZDV�WUHDWH��

with�western�medicine,�and�the�observation�group�was�treated�with�yangyin�qingfei�decoction�on�the�basis�of�the�control�group�

DV� WR�FRPSDUH�WKH�WUHDWPHQW�HIIHFW�� WKH�SXOPRQDU�� IXQFWLRQ�VFRUH�DQ��D�YHUVH�UHDFWLRQV���HVXOW��7KH� WRWDO� HIIHFWLYH� UDWH�RI�

WKH�REVHUYDWLRQ�JURXS�ZDV������％,�which�was�signi�cantly�high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67.27％)�(��<�0.05);�After�

treatment,� the�pulmonary�function�of� two�groups�improved�signi�cantly,�the�difference�between�two�groups�was�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0.05).��RQFOXVLRQ��Yangyin�qingfei�decoction�has�a�good�clinical�effect�in�the� treatment�of�senile�chronic�

REVWUXFWLYH�SXOPRQDU���LVHDVH��ZKLFK�VKRXO��EH�IXUWKHU�SRSXODUL]H��DQ��DSSOLH���

.H��R�GV��Yangyin�qingfei�decoction;�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pulmonary�function;�safety

一、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疾病的主要特征为气流受限，且气流受限不可逆，表现为进行性发展，经

常会累及肺及费外器官损害，对患者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临床上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对症治疗为主，健康教

育、长期家庭氧疗以及控制注意事项为辅，日常生活中需要远离粉尘、刺激性气体，避免与污染环境接触，但是治愈

性较低，症状反复概率较大>��。为进一步提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除了常规西药治疗以外，可以辅助中医治疗。其归

属为中医“喘证”范围，由肺失宣降，肺气上逆，或肺肾出纳失常导致，临床上患者多表现为精气不足、气阴亏耗导

致的肺肾出纳失常，治疗应以补肾纳气、益气养阴为主>��。本次以我院收治的���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对

象，研究分析养阴清肺汤的临床应用效果。以下为详细报告内容。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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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取我院于����年�月至����年�月期间收治的���例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为对象，根据采取的治疗方

案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有患者��例。对照组中男性患者��例，女性患者��例，年龄��a��岁，平均年

龄（����������）岁，病程�a�年，平均病程（���������）年。观察组中男性患者��例，女性患者��例，年龄��a��

岁，平均年龄（����������）岁，病程�a�年，平均病程（���������）年。参与本次研究的所有患者均为知情自愿，并

签署同意书，且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协会批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差异，存在可比性。

���纳入标准：

（�）与临床诊断标准符合，且存在短期内咳嗽、痰多质粘稠以及气短喘息等临床症状的患者。

（�）经检查不存在其他肺部疾病，且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FVC在��％以内的患者。

（�）与中医诊疗标准相符，伴有咳嗽喘息、喘促气逆、呼吸气急舌红少苔等症状，及脉数无力或细数的患者>��。

���排除标准：

（�）伴有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

（�）患有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以及肺结核等肺疾病的患者。

（�）伴有心理疾病以及精神障碍的患者；

（�）临床资料不完整的患者>��。

（二）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祛痰镇咳、解痉平喘、抗炎等，切要叮嘱患者戒烟，并远离污染环境。给予对照组患

者静脉滴注地塞米松（天津市津津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a���PJ冗余����P����％氯化钠注射液，每

天注射�次，连续给药治疗�天>��。

观察组除给药予地塞米松治疗以外，额外增加养阴清肺汤治疗。处方内容：���J的生地黄、��J的甘草片，而麦

冬、薄荷、贝母以及玄参各���J，炒白芍、生黄芪以及牡丹皮则各种需要��J，采取水煎服的方式，分早晚服用，连续

治疗�天>��。

（三）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应用中医证候评分表，来完成患者症状、体征评分，临床控制即患者的所有临床症状全部消失，证候减分率���

��％，未见复发病例；显效即患者各症状基本消失或显著缓解，证候减分率��％a��％，未见复发病例；有效即患者

各临床症状有一定改善，证候减分率��％a��％；无效即患者存在的临床症状无任何改善，甚至出现病情恶化情况>��。

治疗总有效率�=�(临床控制�显效率�有效率)/总例数����％。

记录比较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可应用肺功能仪来测量患者的3��、��9�以及��9�/FVC。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例如常见的恶心、呕吐和皮疹等。

（四）统计学方法

文章数据用6366����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7检验，计数资料以χ�检验。若��������，则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比较不同组别患者临床疗效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各为�����％和�����％，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如下表。

表1�不同组别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55） 27（49.09） 4（7.27） 6（10.91） 18（32.73） 37（67.27）

观察组（��=�55） 28（50.91） 16（29.09） 3（5.45） 8（14.55） 47（85.45）

χ� 2.3356 0.1568 0.3071 6.1047 6.1052

� 0.1238 0.6921 0.5796 0.0132 0.0135

（二）比较不同组别患者肺功能变化

治疗前组间比较肺功能差异不明显（��������），治疗后所有患者肺功能改善明显，且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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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同组别患者肺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 �± ，分）

组别 例数
PEF FEV1 FEV1/FVC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5 1.15�0.21 1.84�0.46 2.34�0.41 3.75�0.51 42.41�5.42 58.26�8.33

观察组 55 1.14�0.22 2.25�0.68 2.45�0.42 4.36�0.68 43.16�5.22 82.18�8.45

� 0.067 4.556 0.486 5.153 0.071 6.527

� 0.075 0.038 0.083 0.026 0.091 0.013

（三）比较两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相比对照组����％，组间差异不明显（��������）。如下表。

表3�治疗后组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皮疹 总发生率

对照组 55 1（1.82） 1（1.82） 1（1.82） 3（5.45）

观察组 55 0（0.00） 0（0.00） 1（1.82） 1（1.82）

χ� 0.869 0.912 0.901 0.906

� 0.234 0.358 0.357 0.342

四、讨论

随着生活环境的转变，面对近年来污染程度不断加大的空气环境，导致呼吸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每年医院接

诊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数量越来越多，对患者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

愈率较低，存在较高的复发情况，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临床治疗防范的研究，争取不断来改善患者肺功能，减少疾病发

作频率，提高治疗效果，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保障。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作为呼吸系统常见疾病，就临床资料来看，其逐渐呈现出老年化发展，目前病因尚未完全明

确，普遍认为与呼吸道感染、机体抵抗地低下以及吸烟等有密切联系，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很多患者因为治疗

不及时，而发展成呼吸衰竭，增大对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临床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方法较多，但

是大部分在给予患者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存在部分患者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降低其生活质量，进而影响患者的依从

性，无法达到预期治疗效果。

从中医角度来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认为其属于“喘证”范围，根据疾病特征，在采取临床治疗方法时，应主

张止咳降逆、温补肺阳。比较常用的如养阴清肺汤，其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肺病，临床效果显著。汤剂药方内有生

地黄、玄参可实现养阴润燥和清肺解毒，贝母以及薄荷则可以实现清热化痰、润肺止咳，麦冬和炒白芍主要用以养阴

清肺，牡丹皮具有散瘀消肿的功效，黄芪则可实现利水消肿以及益气固表，最后还有生甘草来对方中各种药材进行

调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就本次研究结果来看，养阴清肺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效果良好，可达到解毒化痰、

清肺养阴、利水消肿功效，利于改善肺功能，并增强心肌收缩力，对细胞缺氧状态进行有效缓解>���。相比单纯西药治

疗，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更高，且肺功能改善更加明显，同时可保障用药安全性，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无明显差异，临

床应用优势显著。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养阴清肺汤在临床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可进一步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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