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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病症，近年来在

我国的发病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逐渐年轻

化[1]．笔者于 2008年 4月至 2013年 6月采用中西

医结合疗法治疗亚健康状态 60例，疗效满意，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0例患者均来自门诊，随机分为 2组，其中

治疗组 60 例，男 28 例，女 32 例，年龄 23～67

岁，中医辨证为肝气郁结型 23例，心脾两虚型 12

例，肝肾阴虚型 10例，肝郁化火型 15例，病程 1

个月～4 a；对照组 60例，男 22例，女 38例，年

龄 27～72岁，肝气郁结型 20例，心脾两虚型 16

例，肝肾阴虚型 13例，肝郁化火型 11例，病程 1

个月～8 a．经均衡性检验 2组在年龄、性别、病

程和分型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 ＞

0.05）．

1.2 病例选择标准

由于亚健康状态西医目前尚无统一诊断标准，

所以所有病例均参照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

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主要临床表现为神

疲乏力、胸闷心悸、气短懒言、失眠健忘、腰膝

酸痛、胸胁胀满、食少纳差、情绪低落、紧张焦

虑、烦躁易怒等．经病史采集、神经精神状态及

影像、实验室检查，均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

的临床或亚临床的诊断标准．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 谷维素片口服每次 20 mg，每日 3

次，多种维生素片口服每次 2片，每日 3次，连

服 15 d．

1.3.2 治疗组 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服中药，

肝气郁结型用逍遥散加味，药用柴胡、白芍、枳

实、当归、郁金、茯苓、白术、薄荷、川楝子；心

脾两虚型用归脾汤随症加减，药用党参、白术、黄

芪、当归、炙甘草、茯神、炙远志、龙眼肉、酸枣

仁、茯苓；肝肾阴虚型用知柏地黄丸随症加减，药

用知母、黄柏、熟地、山药、山萸肉、茯苓、泽

泻、丹皮、枸杞、菊花；肝郁化火型用丹栀逍遥散

随症加减，药用丹皮、栀子、白芍、当归、柴胡、

薄荷、郁金、菊花、夏枯草、刺棘力、龙胆草．每

日 1剂水煎，分 3次服，每次 150 mL，连服 15 d

为 1疗程，2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1.3.3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2]．有效：主要症状消失，其他症状减轻．无效：

治疗 2个疗程，症状无改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2检验，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消除临床症状明显优于对照组（ ＜

0.05），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0.05），治疗组无效病例数少于对照组，2组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 95% CI 分别为

79.49%～96.24%和 41.61%～67.88%，见表 1.

2.2 典型病例

患者林某某，女，34 岁，已婚，工程师，

2011 年 3 月 22 日初诊．自诉近半年来因工作繁

忙，渐感头晕乏力，胸闷心慌，夜间入睡困难，多

梦，食欲不振，心情烦躁易怒，常与他人争吵，曾



做心电图、颈椎摄片、头颅 CT等检查，均未发现

异常，西医诊断为神经衰弱，予以谷维素、多种

维生素等治疗．就诊时察其舌尖红，苔薄白，脉

细弦而弱，中医辨证属心脾两虚，肝郁化热．治

宜养血安神，疏肝清热．方用逍遥散合酸枣仁汤

加减．处方：柴胡 10 g，白芍 15 g，当归 15 g，

茯神 20 g，白术 15 g，炒枣仁 20 g，炙远志 10 g，

知母 10 g，黄连 6 g，丹皮 10 g，五味子 10 g，龙

骨 30 g，香附 10 g，郁金 10 g，炙甘草 10 g，大

枣 5枚，连服 5剂后，感症状明显减轻，继服上

方 7剂后主要症状消失．

组 别 n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60 54 6*

对照组 60 33 27

总有效率（％）

90.00*

55.00

95％CI（％）

79.49～96.24

41.61～67.88

表 1 2组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0.05.

3 讨论

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

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

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

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

床诊断标准[3]．因其主诉症状、表现多种多样，且

不固定，也被称为“不定陈述综合征”[4]．谷维素

和多种维生素能够改善和调节植物神经功能，平衡

内分泌，对药物干预亚健康状态有一定效果．中医

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常情况下，人体

阴阳气血、升降出入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亚健康虽

无病理改变，但从中医病机角度分析已有阴阳的偏

盛偏衰，或气血失调等病理体质．根据中医“治未

病”的观点，采用疏肝理气、益气养心、滋补肝

肾、清肝解郁等药物改善病理体质，不仅可以调整

亚健康状态，还可以起到预防保健作用，阻断其向

疾病转变[5]．经过临床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

一使用西药治疗的有效高，表明中西医结合是治疗

亚健康状态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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