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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当归四逆汤联合常规治疗对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头痛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９０ 例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４５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当归四逆汤， 疗程 ４ 周。 检测临

床疗效、 中医证候评分、 植物神经功能阳性率 （竖毛试验、 皮肤划痕试验、 卧立位试验）、 ＶＡＳ 评分、 ＳＡＳ 评分、 ＳＦ⁃
３６ 评分、 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ＩＬ⁃８）、 血液流变学指标 （全血比黏度、 血浆比黏度、 红细胞压积） 变化。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治疗后， ２ 组中医证候评分、 植物神经功能检查阳性率、 ＶＡＳ 评分、
ＳＡＳ 评分、 炎症因子、 血液流变学指标 （对照组除外） 降低 （Ｐ＜０ ０５）， ＳＦ⁃３６ 评分升高 （Ｐ＜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

显 （Ｐ＜０ ０５）。 结论　 当归四逆汤联合常规治疗能减轻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头痛患者的临床症状， 降低炎症因子表

达水平、 血液流变学指标，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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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神经系统又称自主神经系统， 可分为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 ２ 个部分［１］ ， 二者相互拮抗， 发挥控制心率、
血压、 消化、 呼吸、 瞳孔反应、 出汗、 排尿等机体生命活

动的作用［２］ 。 植物神经系统的不平衡可以导致全身多个系

统功能障碍， 临床表现为头晕、 头痛、 视物模糊、 疲劳、
胸闷、 心慌、 胃痛、 腹泻、 失眠、 健忘、 四肢麻木、 全身

游走性疼痛等， 临床将此症候群称为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３］ 。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 人们长期精神紧张， 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及日

常生活能力［４］ 。 西医多采用调节植物神经功能的药物或对

症治疗药物， 疗效欠佳， 不良反应较多， 且治标不治本［５］ ，
因此寻求有效手段治疗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头痛归属于 “头痛” 范

畴， 认为其病机为营血亏虚， 不荣则痛， 经脉复感寒邪，
凝滞血脉， 不通则痛， 治宜温经散寒， 养血通脉。 有研究

表明， 当归四逆汤治疗血虚寒凝型偏头痛效果显著［６］ 。 因

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归四逆汤对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

头痛患者的临床疗效，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收治于河北省

中医院的 ９０ 例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患者，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 ４５ 例。 其中， 对照组男性 １８ 例，
女性 ２７ 例； 脑力劳动者 １７ 例， 体力劳动者 ９ 例， 无职业

者 １９ 例； 年龄 ３９ ～ ６４ 岁， 平均年龄 （５０ ０６± ２ ５３） 岁；
病程 ０ ５ ～ ２ 年， 平均病程 （１ ２７±０ ９４） 年， 而观察组男

性 ２０ 例， 女性 ２５ 例； 脑力劳动者 １９ 例， 体力劳动者 ８
例， 无职业者 １８ 例； 年龄 ３８ ～ ６７ 岁， 平均年龄 （４９ ２３±
２ ７２） 岁； 病程 １ ～ ３ 年， 平均病程 （１ ２４± ０ ９７） 年。 ２
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具有可

比性。 研究经医院伦理审查批准 （编号 ２０２２００１００７）。
１ ２　 诊断标准

１ ２ １　 西医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参照文献 ［７］ 诊断

标准， （１） 至少 ２ 个器官的兴奋体征， 如出汗、 心悸、 震

颤、 脸红等； （２） 至少 １ 项主诉， 头痛， 其余主诉为胸闷、
胃胀、 失眠、 四肢麻木等； （３） 排除其他器质性疾病。
１ ２ ２　 中医 （血虚寒凝证） 　 参照文献 ［８］ 中辩证标

准， 主证头部疼痛， 遇寒则增、 得温则减； 次证面色苍白，
手足不温， 心悸失眠， 神疲乏力， 头晕目眩， 恶风畏寒，
女性或出现月经后期， 量少色紫、 经血夹块， 痛经闭经；
舌脉舌质淡或紫暗， 苔白润， 脉细沉或弦或涩。
１ ３　 纳入标准　 （１） 符合 “１ ２” 项下诊断标准； （２）
年龄≥１８ 岁； （３） 病程 ０ ５ 年以上； （４） 患者及其家属了

解本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４　 排除标准　 （１） 其他原发或继发性头痛； （２） 精神

分裂或认知障碍； （３） 妊娠、 哺乳期妇女； （４） 肝肾功能

不全或恶性肿瘤； （５） 过敏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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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治疗手段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 包括谷维素片 （黑
龙江亿达鸿药业有限公司， Ｈ２３０２１９２１， １０ ｍｇ） 口服， 每

天 ３ 次， 每次 １０ ｍｇ； 维生素 Ｂ１ 片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Ｈ４３０２１３０５， １０ ｍｇ） 口服， 每天 ３ 次， 每次 ５～１０ ｍｇ；
布洛 芬 缓 释 胶 囊 （ 珠 海 润 都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Ｈ２００６６８２２， ０ ３ ｇ） 口服， 每天 ２ 次， 每次 ０ ３ ｇ， 一周连

续服药 ５ ｄ、 停药 ２ ｄ， 疗程 ４ 周。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当归四逆汤， 组方药材当

归 １５ ｇ， 桂枝 １０ ｇ， 芍药 １０ ｇ， 细辛 ３ ｇ， 通草 ６ ｇ， 大枣 ８
枚， 炙甘草 ６ ｇ， 水煎取汁 ２００ ｍＬ， 每天 １ 剂， 分早、 晚 ２
次温服， 疗程 ４ 周。
１ ６　 指标检测

１ ６ １　 植物神经功能阳性率　 采用竖毛试验、 皮肤划痕试

验、 卧立位试验检测患者植物神经功能， 并记录阳性例数，
（１） 竖毛试验， 将冰块置于患者颈后， 可见竖毛肌收缩，
毛囊隆起如鸡皮状， 则为竖毛试验阳性； （２） 皮肤划痕试

验， 用钝器适度在患者前臂屈侧皮肤上加压， １ ～ ２ ｍｉｎ 后

在钝器划过处产生风团， 则为皮肤划痕试验阳性； （３） 卧

立位试验， 患者仰卧位并记录 １ ｍｉｎ 脉搏， 随后突然直立，
再记录 １ ｍｉｎ 脉搏， 卧位到直立位脉搏每分钟增加超过１０～
１２ 次或直立位到卧位脉搏每分钟减少超过 １０～ １２ 次， 则为

卧立位试验阳性。
１ ６ ２　 疼痛程度、 焦虑状态、 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前后，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ＶＡＳ） ［９］评估患者疼痛程度， 满分

１０ 分， 分 值 越 高， 疼 痛 越 严 重； 采 用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ＳＡＳ） ［１０］评估患者焦虑状态， 包括 ２０ 个项目， 每项根据

严重程度记 １、 ２、 ３、 ４ 分， 标准分总分 ５３ 分， 标准分越

高， 焦虑状态越严重； 采用简明健康调查量表 （ＳＦ⁃３６） ［１１］

评价患者生活质量， 共 ８ 个维度， 每个维度 １００ 分， 得分

越低， 生活质量越差。

１ ６ ３　 中医证候评分 　 采用量化评分法评估中医证候情

况， 头痛、 面色苍白、 手足不温、 畏寒按轻重程度分别记

０～６ 分， 评分越高， 中医证候越严重［８］ 。
１ ６ ４　 炎症因子　 抽取 ２ 组患者晨起空腹状态肘静脉血各

３ ｍＬ，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 分离血清， 保存于－８０ ℃
冰箱，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ＩＬ⁃８ 水平， 试剂盒均购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６ ５　 血液流变学指标　 抽取 ２ 组晨起空腹状态肘静脉血

２ ｍＬ， 采用全自动血液流变测试仪 （北京赛科希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检测全血比黏度、 血浆比黏度、 红细胞压积。
１ ７　 疗效评价　 根据相关指导原则［８］ 评价临床疗效， （１）
显效， 中医证候评分降低 ５０％ ～ ９０％ ； （２） 有效， 中医证

候评分降低 ２０％ ～５０％ ； （３） 无效， 中医证候评分降低小

于 ２０％ 。 总有效率 ＝ ［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总例

数］ ×１００％ 。
１ ８　 统计学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

料以 （ｘ±ｓ）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临床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２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 ｎ＝４５］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１３（２８ ８８） １６（３５ ５６） １６（３５ ５６） ６４ ４４
观察组 ２３（５１ １１） １８（４０ ００） ４（８ ８９） ９１ １１∗

　 　 注： 与对照组比较，∗Ｐ＜０ ０５。

２ ２　 植物神经功能阳性率 　 治疗后， ２ 组竖毛试验阳性

率、 皮肤划痕试验阳性率、 卧立位试验阳性率降低 （Ｐ＜
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２ 组植物神经功能阳性率比较 ［例 （％）， ｎ＝４５］

组别
竖毛试验阳性 皮肤划痕试验阳性 卧立位试验阳性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６（５７ ７８） ２１（４６ ６７） ＃ １８（４０ ００） １４（３１ １１） ＃ １２（２６ ６７） １０（２２ ２２） ＃

观察组 ２５（５５ ５６） １２（２６ ６７） ＃∗ ２０（４４ ４４） ６（１３ ３３） ＃∗ １０（２２ ２２） ３（６ ６７） ＃∗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２ ３　 ＶＡＳ 评分、 ＳＡＳ 评分、 ＳＦ⁃３６ 评分 　 治疗后， ２ 组

ＶＡＳ、 ＳＡＳ 评 分 降 低 （ Ｐ ＜ ０ ０５ ）， ＳＦ⁃３６ 评 分 升 高

（Ｐ＜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３　 ２ 组 ＶＡＳ 评分、 ＳＡＳ 评分、 ＳＦ⁃３６ 评分比较 （ｘ±ｓ， ｎ＝４５）

组别
ＶＡＳ 评分 ／ 分 ＳＡＳ 评分 ／ 分 ＳＦ⁃３６ 评分 ／ 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 ３５±１ ３４ ３ ０９±２ ３８＃ ５７ ０２±９ ０３ ５０ ２４±８ ４５＃ ９０ ８６±９ ５３ １０２ ５３±１２ ４１＃

观察组 ６ ７６±１ ２７ １ ７５±２ ２３＃∗ ５７ ５１±９ ０２ ４５ １１±８ ３８＃∗ ９２ ７４±７ ７２ １０８ ０５±８ ６５＃∗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２ ４　 中医证候评分 　 治疗后， ２ 组头痛、 面色苍白、 手足

不温、 畏寒评分降低 （Ｐ＜ 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显 （Ｐ＜
０ ０５）， 见表 ４。
２ ５　 炎症因子 　 治疗后， ２ 组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ＩＬ⁃８

水平降低 （Ｐ＜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见表 ５。
２ ６　 血液流变学指标　 治疗后， 观察组全血比黏度、 血浆

比黏度、 红细胞压积降低 （Ｐ＜０ ０５）， 对照组血液流变学

指标无明显变化 （Ｐ＞０ ０５）， 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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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组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ｘ±ｓ， ｎ＝４５）

组别
头痛 ／ 分 面色苍白 ／ 分 手足不温 ／ 分 畏寒 ／ 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 ５３±０ ３６ １ ７５±０ ２６＃ ３ ５３±０ ４５ １ ５７±０ ４３＃ ３ ４３±０ ３８ １ ６７±０ ３４＃ ３ ４４±０ ３７ １ ５３±０ ２８＃

观察组 ４ ５６±０ ３２ １ ２０±０ ４２＃∗ ３ ５５±０ ４４ １ ０６±０ ５０＃∗ ３ ４７±０ ３６ １ ０３±０ ４２＃∗ ３ ４６±０ ３６ １ ０２±０ ５７＃∗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表 ５　 ２ 组炎症因子比较 （ｘ±ｓ， ｎ＝４５）

组别
ＴＮＦ⁃α ／ （μｇ·Ｌ－１） ＩＬ⁃１β ／ （ｐｇ·ｍＬ－１） ＩＬ⁃６ ／ （ｐｇ·ｍＬ－１） ＩＬ⁃８ ／ （ｐｇ·ｍＬ－１）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８ ５７±２ ３４ ７ ５５±１ ９２＃ ３２ ３６±９ ６４ １８ ３４±４ ５２＃ ３９ ６５±５ ２０ ２９ ２９±４ ２５＃ １２ ３３±２ ７７ ９ ９７±１ ３７＃

观察组 ８ ４５±２ ６３ ５ ４８±１ ２２＃∗ ３２ ３３±９ ６２ １２ ５２±４ ４７＃∗ ３９ １２±３ ４３ ２３ ７７±３ １４＃∗ １２ ５５±２ ７６ ８ ３３±１ ３２＃∗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表 ６　 ２ 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ｘ±ｓ， ｎ＝４５）

组别
全血比黏度 ／ （ｍＰａ·ｓ－１） 血浆比黏度 ／ （ｍＰａ·ｓ－１） 红细胞压积 ／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 １８±１ ０４ ６ １６±０ ９５ １ ８９±０ ２４ １ ８６±０ １４ ４５ １３±５ ３９ ４４ ０２±５ ２７
观察组 ６ ２０±１ ０９ ４ ４５±０ ８６＃∗ １ ８８±０ ２２ １ ４０±０ １１＃∗ ４４ ４２±５ ３５ ３６ ５３±４ ３１＃∗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植物神经系统在维持机体细胞、 组织、 器官的生理完

整性和内环境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２］ 。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是由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患者自觉

症状繁多， 且临床缺乏相关特异性实验室或影像学指标进

行诊断， 其诊治具有许多不确定性［１３］ 。 西医治疗局限于抗

焦虑、 抑郁类药物、 营养类药物及对症治疗， 疗效有

限［１４］ 。 中医药因其疗效明确、 安全性高、 副作用少等优势

被广泛运用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治疗［１４⁃１５］ 。
中医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致头痛归属于 “头痛” 范

畴。 血虚寒凝型头痛患者常营血亏虚， 头面四末失养， 不

荣则痛， 经脉复感寒邪， 寒性收引， 气血凝滞， 不通则痛。
因此治疗应温经散寒， 养血通脉。 当归四逆汤由桂枝汤裁

化而来， 方中当归补血活血， 止痛， 桂枝温通经脉， 温助

阳气， 共为君药； 细辛散寒止痛， 白芍养血和营， 止痛，
共为臣药； 通草通利经脉， 大枣、 甘草补脾益气， 共为佐

药， 诸药合用共奏温经散寒， 养血通脉之效。 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提示当归四逆汤可改善植物

神经功能紊乱所致头痛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 疗效

显著。
观察组治疗后植物神经功能检查阳性率低于对照组，

其原因可能为桂枝等辛温药物下调超氧阴离子生成催化酶

基因表达， 上调抗氧化酶基因表达［１６］ ， 降低机体氧化应激

反应， 缓解神经异常兴奋。 本研究观察组治疗后 ＶＡＳ、
ＳＡＳ、 ＳＦ⁃３６ 评分优于对照组， 其原因可能为当归通过抑制

机体内致痛物质的释放发挥镇痛作用［１７］ ， 甘草调节 ＣＧＲＰ、
ＮＯ 和 ５⁃ＨＴ 等血管舒缩相关活性物质， 缓解头痛［１８］ ， 疼痛

程度减轻， 焦虑心态和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 本研究治疗

后观察组中医证候评分低于对照组， 其原因可能为当归四

逆汤舒张末梢血管、 增加血流量、 改善血液循环［１９］ ， 患者

头痛、 面色苍白、 手足不温、 畏寒等症状随之缓解。 本研

究观察组治疗后炎症因子水平改善更明显， 其原因可能为

当归四逆汤通过调控 ＴＮＦ、 κＢ、 Ｔｏｌｌ 样受体信号通路中

ＴＮＦ、 ＩＬ⁃６ 等作用靶点抑制炎症反应［２０］ 。 观察组治疗后血

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更明显， 其原因可能为当归四逆汤抑制

血小板聚集、 延长凝血酶时间， 起到抗凝作用， 但本研究

纳入样本较少， 需增加样本数量以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 当归四逆汤联合常规治疗能减轻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所致头痛， 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血液流变学指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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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子痈消结散外敷联合头孢他啶对急性附睾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９６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 每组 ４８ 例。 对照组给予头孢他啶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子痈消结散外敷。 检测临床疗效、 中

医证候评分、 ＮＲＳ 评分、 精浆 α⁃葡糖苷酶、 血清炎症因子 （ ＩＬ⁃６、 ＴＮＦ⁃α）、 精液质量 ［精子密度、 液化时间、 活动

率、 （ａ＋ｂ） 活力］、 不良反应发生率变化。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治疗后， ２ 组中医证候评

分、 ＮＲＳ 评分、 血清炎症因子降低 （Ｐ＜０ ０５）， 精浆 α⁃葡糖苷酶水平、 精子密度、 活动率、 （ａ＋ｂ） 活力升高 （Ｐ＜
０ ０５）， 液化时间缩短 （Ｐ＜０ ０５）， 以观察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２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结论　 子痈消结散外敷联合头孢他啶治疗可安全有效地减轻急性附睾炎患者阴囊坠胀、 红肿、 附睾硬结和牵

涉痛症状， 降低炎症反应， 提高精液质量。
关键词： 子痈消结散； 头孢他啶； 急性附睾炎； 精液质量； 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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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附睾炎是以附睾肿胀、 疼痛为主要特征的男性生

殖系统炎症疾病， 多由细菌感染所致， 好发于 ２０～ ４０ 岁青

壮年， 约占总发病人群的 ７０％ ， 发病较急， 可增加精索静

脉曲张、 精索炎、 前列腺炎风险， 对男性的生育能力、 性

功能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１］ 。 临床常采取病原菌鉴定联合

临床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计数及膀胱刺激征等临床表现进

行综合诊断， 西医目前常采取抗生素治疗， 头孢他啶是人

工合成的第三类头孢类抗菌药物， 其抗菌谱较广、 活性较

强， 可用于单一感染或多种敏感菌混合感染治疗［２］ ， 常用

于急性附睾炎治疗。 虽然抗生素治疗可缓解患者疼痛、 肿

胀症状， 但附睾恢复正常时间较长， 影响治疗体验。
中医认为急性附睾炎属于 “子痈” “偏坠” 范畴， 其

病机与外感湿热、 寒湿、 火邪和房事不节 ／洁有关， 湿热下

注， 病邪侵犯肝经， 随经络向下， 气血淤阻囊中， 热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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