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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地黄丸对绝经期后反复

尿路咸染防 治作用的临家研究
�

口翟晓丽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肾病中心 兰州  ! ∀∀# ∃%

摘 要
& 目的 探讨六味地黄丸对绝经期后反复尿路感染的防治作 用

。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方法
,

将符合标准的 ∃∋ 例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 !∃ 例
,

口服六味地黄丸 �浓缩丸 %
,

对照组 !( 例
,

口

服谷维素
,

观察 ( 个月
。

两组均予对症处理
。

结果 治 疗组尿路感染次数显著减少�)∗ ∀+ ∀, %
,

对照组变

化不大�) − ∀
+

∀, %
,

且 治疗组尿感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 治疗中每次尿感时近期治愈时间
,

治

疗组显著短于对照组�) ∗ ∀
+

∀. %/ 治疗组中医证候积分值较治疗前下降显著�)∗∀
+

∀. %
,

且其下降幅度亦

显著优于对照组�) ∗ ∀+ ∀. %/尿 01 2 3 及血雌二醇水平
,

治疗组均提高显著�)∗∀
+

∀. %
,

而对照组变化不 明显

�)− ∀+ ∀, %
。

结论 六味地黄丸对绝经期后反复尿路感染有显著的预防与治疗作用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关健词
& 六味地黄丸 尿路感染 绝经期后

尿路感染可见于任何年龄
,

而其发生率随年龄

增加而增加
,

尤其是绝经期后女性 的患病率显著增

高
,

且极易 出现反复发作
。

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
,

笔者为降低绝经期后尿路感染的发生率
,

试用

六味地黄丸防治此类人群的尿路感染 !∃ 例
,

并与对

照组对比观察
,

疗效满意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将符合尿路感染诊断标准 415
,

并 排除复杂性尿路

感染
,

且有反复发作 �半年 % ( 次 %史 的绝经期后女性

∃ ∋ 例患者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 ! ∃ 例
,

年龄 #∋
一
∃∃ 岁

,

平均 ,!
+

∃土,
+

∋ 岁
,

绝经时间 ( 一.∋ 年
,

平均  
+

(士#+ , 年 /治前 . 年发作 �除外每次发作未能

治愈而复发者
,

下同 %# 一 ∋ 次
,

平均 ,
+

( 士 .
+

. 次
。

对照

组 !( 例
,

年龄 # 6 7 ∃ # 岁
,

平均 ,(
+

6 士,
+

# 岁 /绝经时间

( 一 . 年
,

平均  + ∀土#+ ∃ 年
&

治前 . 年发作 # 一 次
,

平

均 ,
+

.土 .
+

( 次
。

两组患者均表现为中医阴虚或阴虚

火旺证候者
。

两组在年龄
、

绝经时间
、

尿路感染反复

发作次数
、

中医证候类型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

∀
+

∀ , %
,

有可比性
。

(
+

方法

�. %治疗 方 法
&
治疗 组 给 予六 味 地 黄丸 �浓缩

丸 %
,

∋ 粒 8 9: /对照组给予谷维素 ! ∀ ; 盯9:
,

疗程均 .(

月
。

两组出现尿感时均给予环丙沙星 ∀
+

( <9 :
,

或吠喃

妥因 ∀
+

=89 :
,

或根据药敏试验选择敏感 的抗生素
,

一

般治疗 ! 一 :
,

必要时治疗 .# :
,

以达到尿菌阴性之近

期治愈
。

�( %观察指标
&

组稿 日期 & ( ∀∀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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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感表现
&

尿感反复次数及其症状等
。

中医证候表现
&

阴虚或阴虚火旺证候表现如 口

干
、

口渴
、

咽燥
、

潮热
、

盗汗
、

五心烦热
、

失 眠
、

舌质红
、

少津
、

脉细或细数等
。

并参照《新药治疗老年病临床

指导原则》中
“

中医证候积分法
” 4(. 计分

。

实验室检查 & 尿沉渣
、

清洁 中段尿培养
、

血常规
、

肝 肾功能
、

尿分泌型 =2 3 �0 =2 3%
、

血雌二醇等
,

后二项

均于非感染期留取标本查得
。

�引统计学处理 方法
&
计量 资料均以

Σ 士0 表示
,

采用 Δ 检验
〕

二
、

结 果

.
+

两组 治疗前 �即治疗前的 . 年中% 与治疗后

�即治疗的 . 年中%尿感反复次数的比较�见表」夕
治疗后

,

治疗组尿感次数显著减 少 �) ∗ ∀
+

∀, %
,

而

对照组却变化不明显 �乃∀+ ∀, % /治疗组尿感次数亦极

显著低于对照组 �)∗ ∀+ Ε1 %
。

(
+

两组 治疗过程中
,

每次尿感发生时近期治愈

时间的比较

尿感发生次数
,

治疗组共 .∀# 例次
,

平均近期治

愈时间为 !
+

∃ 土!
+

, : &
对 照组共 .! # 例次

,

平 均近期治

愈时间为 ,
+

(土!
+

# :
。

两组间 比较经 Δ 验检
,

)∗ ∀+ Ε1
,

治

疗组近期治愈时间显著缩短
。

!
+

中医证候积分值变化分析�见表 (%

治疗后 �即疗程结束时
,

下同 %
,

治疗组积分值较

治疗 前 �即人组时
,

下 同 %下 降显著 �) ∗ ∀ +∀ .%
,

而对 照

组变化不大 �)− ∀+ ∀, %
。

治疗后
,

( 组积分值下降幅度

比较
,

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 ∀
+

Ε1 %
。

#
+

哑扭治 疗前后尿 01 2 3 及血雌二醇 变化分析

�见表 ! %

尿 01 23 及血雌二醇
,

治疗后
,

治疗组均得到显著

提高�尸∗ ∀+ ∀ . %
,

而对照组则改善不明显 �尸∗ ∀
+

∀ , % / 治

疗后
,

上述 ( 项指标
,

治疗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尸∗

∀
+

∀ . %
。

绝经期后反复尿感 的患者
,

多发生于 , ∀ 岁 以上

者
。

年过半百
,

阴气 自半
,

肾阴亏虚
,

阴虚则火旺
。

故

临床常见阴虚或阴虚火旺之象
。

本文病例的证候表

现特点
,

亦支持这一推断
。

对此治疗应
一

予滋阴补肾

法
。

六味地黄丸乃滋补肾阴之代表方剂
,

采用六 味地

黄丸来 防治绝经期后反 复尿感是有 其理 论基础 的
。

治疗结果显示
,

治疗后治疗组证候积分值显著降低
,

下降幅度亦显著优于对照组
,

为六味地 黄丸防治绝

经期后反复尿感者提供 了客观 的临床依据
。

(
+

六味地黄丸对绝经期后反复尿些盛染防 治韭

用的机理探讨

从 临床结果看
,

治疗组尿感反复次数显著减少
,

并且显著低于治疗后 的对照组
,

表明六味地 黄丸对

绝经期后反复尿感有显著的预防作用
。

治疗过程中
,

每次尿感发生时近期治愈时间上
,

治疗组较对 照组

显著缩短
,

表明六 味地黄丸对绝经期后尿感 有显著

的辅助治疗作用
。

绝经期后妇女
,

尿道私膜发生退行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尿感反复次数 �例 %的比较 �
Σ 土Η%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 治疗前

,
+

(士 .
+

.

,
+

.土 .
+

(

治疗后

! ∋士 .
+

!
�

#  士 .
+

(

∃,‘
门5,≅

注
&
与治 疗前 自身比较 Δ 检验

& � ) ∗ ∀+ ∀, / 与 治疗后 对

照组比较 Δ检验尸∗ ∀
+

∀.

表 ( ( 组治疗前后症候积分值的变化《
Σ 士Η%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下降幅度

!# , ( 土.∀
+

!∃ .∃
+

.(土. (
+

# (
�

. ∋# ∀ 士∋
+

( ∃

!# !∋ 士6
+

∋# !(
+

!# 土 .∀
+

∀ ∃ (
+

∀ #士, # .

‘Τ,‘��内、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
与治 疗前 自身比较 ∀ 检验

! # 尸∃% &% ∋( 与 对照 组比较 ∀ 检

验
! 尸∃住 %∋

表 ) ∗ 组治疗前后尿 +, − . 及血雌二醉的变化 /斑01

组别 例数
尿

+,− . /四 23 ,1

4& 5士 ∋
&

%5
6 76 土 ∋

&

∋ ∗ # △

4
&

55 土 ∋
&

∋ %

4 6 %土 ∋
&

∋ ∋

血推二醉的变化

/无土+ 1

治疗组

三
、

讨 论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
&

8 6士4 ∗5

∋9
&

7∗ 士4
&

48
女△

∋∗ 石∗ 士4
一

) ∋

∋ ) ∗ ∋士4
&

∗ 9

‘:5,山∗
门,;弓<,、 ,<

∋
&

全生业黄粗竺兰 绝丝翅旦旦复显鉴盛里丝理

论依据

!
与治 疗前 自身比较 ∀ 检验

!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检
! △

=∃ %& >,

注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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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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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变
,

尿道赫膜分泌的 =幼 及有 机酸减少
,

尤其是反

复发作性尿路感染非感染期尿 Η1 23 含量明显低于正

常 1Η.
,

其阴道分泌物的 ςΩ 值相对高且缺乏 =叭
,

抑制

局部细菌的生长繁殖功 能下降
。

正常女性尿道上皮

具有雌激素受体
,

而绝经期后雌激素 日渐减少
,

可致

尿道上皮 的结构发生改变
,

而使尿道表 面保 护性生

物膜发生 障碍
,

免疫力下降
,

从 而致使部分绝经期后

妇女的尿感发作频 繁难治
。

本文病例 的发病特点及

其尿 01 23
,

血雌二醇水平均符合上述认识
。

六味地黄

丸治疗后
,

其尿 01 23 及血雌二醇水平均得到了显著

的提高
。

由此表明
,

六 味地黄丸防治绝经期后反复尿

感的作用
,

可能是通过改善患者尿及血雌二醇水平
,

提高其尿道免疫机能来实现的
。

参考文献

孙 传兴
+

临床疾病诊断依据治愈好转标准
+

�第 ( 版 %
+

北 京
&

人 民军

医出版社
,

.6 6 ∋
&
.! ∃ 一 .! 

+

陈贵延
,

薛赛 琴
+

最 新 国 内外疾 病诊疗 标准
+

北 京
&

学苑 出版社
,

. 6 6 .
&
# ∃ ∋ 一#  ,

+

张季平
+

临床 内科学
+

�第 . 版 %
+

天 津
&

天 津科学 技术 出版社
,

.66 6&

( ( ( ,
‘

)Φ Γ Ξ ΓΑ ΤΕ Α ?Α : Ο Ψ ΦΓ > ΝΝΓ
ΓΔ Ε Ν Ζ 9Ψ ”℃. [9 Μ Ψ?Α 2 刊. Ε Α

∴ ΓςΓ ? Δ Τ Φ 9Α ?叮 8 Φ ? ϑ Δ =Α ΝΓ Γ Δ9 Ε Α Ε Ν )? Δ9 Γ Α ΔΗ ? ΝΔ ΓΦ Π Γ Α Ε )?ΨΗ
Γ

筋成 ] 9?Ε 19

�8Μ
。

从尸ΜΦΕΗ 9Η ΟΓ ΑΔ Ε Φ, 八
。 ⊥9 ΦΗΔ )Γ Ες 1Γ ΩΕ Η) 9Δ 以 ΕΝ Ζ?Α_ ΜΕ

Ψ ,

Ζ7 ΜΕ
Ψ
刀∀∀# 氏 ‘?ΑΗ Ψ, ΟΜ 9Α?%

Ε ⎯≅
Γ Γ Δ9Ξ Γ &

8Λ
ΗΔΨ :Β ΦΓ Ξ Γ Α Δ9Ε Α ? Α : Γ Ψ ΦΓ Γ

ΝΝΓ
Γ Δ Ε Ν Ζ9Ψ α Γ 9 [ 9ΜΨ ? Α 2 ς 911 Ε Α ΦΓ )Γ ?Δ Ψ Φ9 Α ?可 ΔΦ?ϑ Δ 9Α ΝΓ Γ Δ9Ε Α Ε Ν )? Δ9Γ Α ΔΗ

?ΝΔ
Γ Φ ; Γ Α Ε ς ? Ψ Η Γ

+

Π Γ ΔΜΕ : Η & 09Σ ΔΒ一 Γ 92Μ Δ ς ? Δ9Γ Α ΔΗ ; Γ Γ Δ ΔΕ Γ Φ9 ΔΓ Φ9? α Γ Φ Γ : 9Ξ 9: Γ: 9Α ΔΕ ΔΦΓ ? Δ; Γ Α Δ 盯Ε Ψ ς ? Α : Γ Ε Α ΔΦ Ε 1脚
Ψ ς ? Γ β

Γ Ε Φ : 9Α 2 ΔΕ Φ? Α : Ε ; ς Φ9 Α Γ 9ς1Γ
+

8Μ 9ΦΔΒ
一 Η9Σ ς ? Δ9Γ Α ΔΗ 9Α ΔΦ Γ ? Δ; Γ Α Δ 2 ΦΕ Ψ ς Ε Φ? 11Β ΔΕ Ε Ι Ζ9 Ψ α Γ 9 [ 9ΜΨ ? Α 2 )911

, ? Α : ! ( ς ? Δ9Γ Α ΔΗ 9Α

Γ Ε Α ΔΦΕ 1 2 Φ Ε Ψ ) Ε Φ? 11Β ΔΕ Ε Ι χ ? ; ; 面_?
+

8Μ
Γ ΦΦΓ ? �; Γ Α Δ 1? Η ΔΓ : ΝΕΦ ( ; Ε Α ΔΜΗ

+

∴ Γ Η Ψ1ΔΗ & ΟΕ

;)
? ΦΓ : ΔΕ Γ Ε Α ΔΦΕ 1卿

Ψ ς ? Α : ⎯ Γ ΝΕ ΦΓ

ΔΦΓ
? Δ; Γ Α Δ

,
ΔΜΓ Α Ψ ; ⎯ Γ Φ Ε Ν Ψ Φ9 Α ?叮 ΔΦ? Γ Δ 9Α ΝΓ Γ Δ9Ε Α : Γ Γ ΦΓ ? Η Γ : , ., 9Ν9 Γ ? Α Δ1Β �)∗ ∀

+

∀ , ? Α : )∗ ∀
+

∀ .%
+

=Α ΔΦΓ ? Δ; Γ Α Δ 2 ΦΕ Ψ ς
,

ΔΜΓ

Γ Ψ ΦΓ Δ9; Γ
?ΝΔ

Γ Φ 9Α ΝΓ Γ Δ9Ε Α
?Α : ΗΒΑ :ΦΕ ; Γ Η Γ Ε ΦΓ Ε Ν 8ΟΠ : Γ Γ ΦΓ ?Η Γ : Ε ⎯Ξ 9Ε Ψ Η1Β ?ΝΔ

Γ Φ ΔΦΓ ? Δ; Γ Α Δ
,

α Μ9ΓΜ α Γ ΦΓ 1Ε α Γ Φ ΔΜ? Α ΔΜ? Δ

ΕΝ Γ Ε Α ΔΦΕ 1卿
Ψ ς �)∗ ∀

+

∀ .%
+

8Μ
Γ Γ Ε Α ΔΓ Α Δ ΕΝ 0123 9Α Ψ Φ9 Α

娜
? Α : : Γ Η ΔΦ? : 9Ε 1 9Α ⎯1Ε Ε : Ε Ν ΔΦΓ ? Δ; Γ Α Δ 2ΦΕ Ψ ς 9Α Γ ΦΓ ?Η Γ: Ε ⎯ Ξ9Ε Ψ Η1Β

?ΝΔ
Γ Φ

ΔΦΓ
?
Δ;

Γ Α Δ Γ Ε

;ς ?Φ Γ : ΔΕ ΔΜΕ Η Γ Ε Ν ⎯ΓΝΕ ΦΓ ΔΦΓ ? Δ; Γ Α Δ
,

⎯ Ψ Δ ΔΜ Γ Δα Ε 9Α : Γ Σ Γ Η Μ? : Α Ε , ., 9Ν9 Γ ? Α Δ ΓΜ ? Α 2 Γ Η 9Α Γ Ε Α ΔΦ Ε 1脚
Ψ ς

�ς ∗ ∀
+

∀ ,%
+

ΟΕ Α Γ1Ψ Η9Ε Α &

8Μ
Γ Ζ9Ψ α Γ 9 [ 9ΜΨ ? Α 2 ς 911 ς Ε Η Η Γ Η ; ? ΦΙΓ : ς ΦΓ Ξ Γ Α Δ9Ε Α ? Α : Γ Ψ Φ Γ Γ

ΝΝΓ
Γ Δ Ε Α Φ Γς Γ ? Δ Ψ Φ9 Α

娜
ΔΦ ? Γ Δ 9Α ΝΓ Γ β

Δ9Ε Α Ε Ν ς ? Δ9Γ Α ΔΗ ?ΝΔ
Γ Φ ; Γ Α Ε ς ? Ψ Η Γ

+

δ ΓΒ
ΚΕ Φ: Η & Ζ9Ψ α Γ 9 [ 9ΜΨ ? Α 2 ς 911

,

Φ9 Α ?仃 ΔΦ? Γ Δ 9Α ΝΓ Γ Δ9Ε Α ,

Π Γ Α Ε ς ? Ψ Η Γ

�责任编辑
&

李成卫
,

责任编 审
& 张志华

,

责任译审
&
李成卫 %

�Ο
Ε Α Δ9Α Ψ Γ : ΝΦΕ ; ς ? 2 Γ .( ( %

Η92Α 9Ν9 Γ ? Α Δ 9; )ΦΕ Ξ Γ ; Γ Α Δ ?ΝΔ
Γ Φ ΔΦΓ ? Δ; Γ Α Δ Γ Ε ; )? ΦΓ : ΔΕ ΔΜΕ Η Γ ΕΝ ⎯ Γ ΝΕ ΦΓ ΔΦΓ ? Δ; Γ Α Δ�)∗ ∀

·

∀ .%
,

αΜ 91Γ 9Α Γ Ε Α ΔΦΕ 1ΗΦΕ
Ψ ς ΔΜΓΦΓ Μ? :

Α Ε , .罗9Ν9 Γ ? Α Δ ΓΜ? Α 2 Γ Η
+

)?Δ ΜΕ 1Ε 29
Γ ?1 Γ Σ ς ΓΦ9 ; Γ Α Δ ΗΜΕ α Γ: ΔΜ?Δ Ζ9 Ψ α Γ 9 [ 9ΜΨ ? Α 2 ς 911 Μ?: Η Ψ Γ Μ Γ

ΝΝΓ
Γ ΔΗ ? Η Α Ε Ψ Φ9 ΗΜ9Α 2 19Ξ Γ Φ

?Α : Ι9: Α Γ Β
,

: Γ Γ ΦΓ ?Η 9Α 2 ⎯1Ε Ε : ς ΦΓ Η Η Ψ ΦΓ
,

⎯1ΕΕ : Η Ψ 2 ? Φ ? Α : ⎯1Ε Ε : 一19ς 9:
,

?Α Δ9一?

ΦΦΜ ΒΔΜ; 9?
,

?Α Δ9一 ? ΦΔ Γ Φ9Ε ΗΓ 1Γ ΦΕ Η9Η
, ? Α : ? Α Δ9β

Η ΔΦΓ Η Η
+

ΟΕ Α Γ1Ψ Η9Ε Α &

8Μ
Γ Ζ9Ψ α Γ 9 [ 9ΜΨ ? Α 2 ς 911 ., Γ

ΝΝΓ
Γ Δ9Ξ Γ ΔΕ ? Α Δ9一Η Γ Α 91Γ

,

α Μ 9ΓΜ ?1 Η Ε Μ ?Η ς ?Δ ΜΕ 1Ε 2 9Γ ? 1 ⎯ ? Η9Γ Η
+

δΓ Β Κ Ε Φ: Η & ΔΜΓ Η Γ Α 91Γ ΗΒ; ς ΔΕ ; ΕΝ Ι9: Α ΓΒ :而
Γ 9Γ Α Γ Β ΗΒΑ :ΦΕ ; Γ ,

Ζ9 Ψ α Γ 9 [ 9ΜΨ ?
嗯 ς 911

,

ΝΦ Γ Γ Φ? : 9Γ ?1
, Γ Α : Ε ΓΦ9 Α Γ , Α Ε Ψ Φβ

9ΗΜ9Α 2 19ΞΓ Φ ? Α : Ι9: Α ΓΒ
, ? Α Φ9 一Η Γ Α 91Γ

�责任编审
& 张志华

,

责任编辑
&
李成卫

,

责任译审
&
李成卫 %

【Κ
Ε

献 Ηϑ 衍Αϑ
。 山砚5 8Γ ϑΜ ΑΕ 1Ε邵八而旋 ΦΑ 众以勿

Α

ΕΝ 8Φ Α: 9Δ必耐 ΟΜ 9ΑΓ ΗΓ 肠:9ϑ 9ΑΓ 朋汉脚山
Γ

Μ? ΠΓ :9ϑ 司 .∀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