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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对 肝 炎 后 胁 痛 治 验

解放军 230 医院

az244部队医院

彭学贤

衷 茵

陈士元

任 国喜

叶风山

柯美宏 杨瑞萍

各种类型肝炎经过较长时间治 疗 和 休

息
,

临床症状如厌油
、

食少纳呆
、

腹胀
、

疲

乏无力等基本消失
,

肝功能正 常
,

但 胁 痛

症状不易消失
,

每当情绪激动或劳 累 后 加

重
。

按疗效标准判定属治疗范畴
,

虽经各种

治疗仍无效
、

因而影响工作和正常生活
,

病

人很苦脑
。

我院门诊自拟
“
疏肝化淤汤

” 治

疗32 例肝炎后胁痛病人均收到满意效果
。

基本方
:

柴胡159
、

白芍 15 9
、

香附一5 9
、

郁金 159
、

刺漠葬159
、

J l l棘子 159
、

五灵脂 109
、

当 归

159 、 独活 159
、

元胡 15 9
、

丹参209

胁痛较剧
,

上方中白芍改为赤芍并增加丹

参
、

郁金
、

五灵脂的用量
。

另外加甲珠
、

姜黄
。

腹胀严重者加用厚朴
、

积壳
、

鸡内金
、

炒麦等
。

典型病例
:

(一) 宋 X
、

男性29 岁
,

某部飞行 员
、

一年前患急性黄疽型肝炎
,

经中西药治疗半

年余
,

临床症状消失
,

B 超肝扫描检查及 肝

功能化验结果均正常
,

但患者胁胀痛
,

每当

参加 飞行或劳累后胁痛加重
,

经各种治疗无

效
,

来我院门诊就医
、

服疏肝化淤汤加减 10

付
,

胁痛症状基本消失
、

为巩固疗效继服 5

付
,

症状完全消失
。

一月后参加多次飞行后

未出现胁痛症状
、

随访一年
,

无不适感
。

(二) 王 x 男性
、

27 岁
、

两年前患无

黄疽型肝炎
,

住院经 系统治疗
,

痊愈出院
。

出院后每当稍劳累后就出现胸胁胀痛
,

多次

肝能功化验结果
,

B 超扫描检查均正常
、

一年

后仍不能坚持八小时机关工作
,

来 我 院 就

诊
、

服自拟疏肝化淤汤加减15 付
,

胁痛症状

完全消失
,

随访一年半未复发
。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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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后胁痛系由于肝气郁结
、

气血淤滞

所致
, “

不 通则痛
、

通则不痛
” 。

然而西医

常以肝功能化验结果来判定疗效标准
。

若肝

炎后胁痛
、

肝功能化验结果正常的患者常无

特殊治疗
,

但患者确有难言之苦
,

我们 白拟

的疏肝化淤汤中
、

柴胡
、

香附
、

郁金
、

白芍
、

刺疾蘸等以疏肝利胆
、

用丹参
、

赤芍
、

川权

子
、

元胡
、

独活等以活血 化淤
,

行气止痛
,

从而达到
“通则不痛

” 之 治疗效果
。

大蒜素治疗牙周及根尖病变6了例

刘 月华银福德恩戴何生 至 成 都 医 院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大蒜素即二丙烯丛硫代磺酸 酝 ( D ial -

y l t h io sul fo n a te )
,

为百合科植物大 蒜

( A n iu m “a t i v u m ) 的地下鳞茎的有效成

分
,

杀菌效果较好
,

性质较稳定
,

现已人工

合成 (
‘
)
。

大蒜是我国人民所熟悉的佳 蔬 良

药
,

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在 《本草纲 目》 中记

载
: “

大蒜具有散痈肿
、

除风邪
、

杀毒气
、

除风湿
、

治疮癣
、

健脾胃
、

治 肾 气
、

止 霍

乱
、

解瘟疫等功能
” 。

现代药理试验证明
,

大蒜素对多种球菌
、

杆菌
、

霍乱弧菌
、

霉菌

( 白色念珠菌
、

隐球菌
、

多种皮肤真菌等 )

和 阿米 巴原 虫
、

阴道滴虫
、

烧 虫等均有抑杀

作用 (”
“
)

。

临床用于 治疗肺部和消化道 的

霉菌感染
、

隐球菌性脑膜炎
、

急慢性菌痢和

肠炎
、

百 日咳
、

厅卜结核等以及牙质过敏症 (
“
)

,

但未见用于牙周及根尖病变的报道
。

我们自

1988年 n 月 8 日起至今
,

应用大蒜素治疗牙

周及根尖病变67 例
,

并与用四环素治疗的70

例病人进行对照比较
,

疗效显著
,

现整理报

告如下
:

一
、

临床资料

大蒜素胶囊治疗组67例中
,

男 33 人
,

女

34人
,

年龄 17 一70 岁
,

其中17 岁 4 例
,

20 一

29岁14例
,

3 0 一39岁 9 例
,

4 0 一49岁18例
,

5 0 一69岁21例
,

7 0 岁 1 例
。

按疾病分类
,

牙

周脓肺 16例
,

活动性牙周病27例
,

牙槽脓肿

10 例 牙 根脓肿 1 例
,

牙跟炎 2 例
,

冠周炎

8 例
,

拔牙后感染 2 例
,

急性牙周炎 1 例
,

共计 67 例
。

四环素治疗对照组各种牙周病70

例
。

二
、

治疗方法

首先去除局部刺激因素如牙结石
、

菌斑

而行洁治术
,

使牙周袋保证引流
,

有脓肿者

切开引流
,

牙槽脓肿者开放髓腔根管
,

随即

口服大蒜素胶囊 (连云港市东风制药厂生产

批号57 1107 ) 2 粒 ( 每粒 20m g )
,

每日 3

次
,

连服 3 天
,

必要时可 续 延 3 一 7 天 或

用 5 % 的新鲜大蒜汁液患部涂抹
。

同时服用

维生素B
。

20 m g
,

每 日 3 次
。

常规用药对照

组 口服四环素25 万单位
,

每 日 3 次
,

连服 3

天
,

必要时继续服用 3 ~ 7天
,

其它用药与

大蒜素组 相同
。

三
、

观察结果

1 . 疗效判定 显效
:
自觉症状消失

,

检查无红肿
、

叩痛
、

无牙周溢脓
、

出血停止
、

赓管消失
,

服药 3 天痊愈; 有效
:
服药三天

后 自觉症状明显缓解
,

经延长服药 3 ~ 7天

后基本治愈
,

牙松动度变小
;.
无效

:
疼痛

、

红肿
、

瘦管不消失
、

病变无改善
。

2

.

治疗结 果 大蒜素治疗的 67 例中31

例显效 ( 拐
.
3 % )

,

有效35 例 ( 52
.
2% )

,

无效 l 例 ( 1
.
5 % )

,

总有效率 98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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