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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功能性消化不良棬斊旛旑斻旚旈旓旑斸旍斾旟旙旔斿旔旙旈斸棳
斊斈棭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暎随着研究的深入棳国内
外学者普遍认为棳该病部分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暎
目前西医尚无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棳中医采用辩证
论治棳遵循个体化原则棳对本病的治疗具有显著优
势暎本文就中药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伴抑郁的治疗进
行了综述棳旨在为本病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暎
斊斈属于中医学暟痞满暠暟胃脘痛暠暟嗳气暠暟反胃暠

暟呕吐暠暟嘈杂暠等范畴暎抑郁证属于中医学暟郁病暠
暟百合病暠暟脏躁暠暟癫证暠等范畴暎中医学认为情志不
畅棳可使肝气郁滞棳肝失疏泄棳而致气机不利棳进而脾
胃升降失常棳运化失健棳最终致病暎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棳心理因素与斊斈的关系
逐渐被临床医生所认识暎大量文献报道棳斊斈患者
的焦虑暍抑郁评分显著高于正常人群水平棳提示其发
生暍发展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暎近年来棳许多学者以
中医理论为基础棳研究中药治疗斊斈伴抑郁的疗效棳
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暎
棻 辨证分型论治

斊斈的辨证分型复杂棳迄今尚无统一标准暎虽
然一些权威学会已对此提出了参考标准棳但在实际
应用中棳各医家多依据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棳总结出
自己的辨证分型方法暎较为常见的几种斊斈辨证分
型分别为肝郁气滞证暍肝郁脾虚证暍脾虚痰湿证暍饮
食积滞证暍寒热错杂证暍脾胃虚弱证暍肝胃不和证暍脾
胃湿热证暍脾虚气滞证棳其中肝郁气滞及肝郁脾虚两
证多伴有抑郁状态暎治疗上棳各医家均遵循辨证施
治这一总原则棳肝郁气滞证治以疏肝解郁暍理气导
滞棳方选柴胡疏肝散加减椈肝郁脾虚证治以疏肝解
郁暍理气健脾棳方选逍遥散加减暎

付鹏等椲棻椵应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肝郁气滞证

斊斈患者棾椄例棳并与该类患者棾椃例应用多潘立酮进
行对比棳疗程棿周暎结果显示棳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暎储莉椲棽椵应用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肝郁
气滞证抑郁症患者椆棻例棳以应用阿米替林椃棻例作
为对照棳疗程椂周暎治疗结束后棳治疗组症候改善总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暎提示棳柴胡疏肝散对肝郁
气滞型斊斈及抑郁均有效暎

傅诗书椲棾椵对肝郁脾虚型斊斈患者给予加味逍遥
散及多潘立酮治疗棳每组棿椄例棳疗程棿周棳并进行血
浆胃动素和斝物质的检测暎结果显示棳前者总有效
率显著高于后者棳两组血浆胃动素和斝物质含量均
高于本组治疗前棳且中药组高于西药组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暎提示棳加味逍遥散可能是通过增加血浆胃
动素和斝物质的含量棳进而加强胃肠道平滑肌收
缩棳促进胃排空棳从而改善临床症状暎冼慧等椲棿椵应用
逍遥散治疗肝郁脾虚型抑郁症患者棾棸例棳并与氟西
汀对比棳治疗椂周后棳两组 斎斄斖斈减分率无显著差
异暎提示棳加味逍遥散治疗肝郁脾虚型斊斈及抑郁
疗效显著棳优于西药多潘立酮及氟西汀暎
棽 单味中药

沙建飞椲椀椵首次提出了暟胃动力中药暠的概念棳将
行气疏肝类枳实暍枳壳暍厚朴等棳消食类山楂暍神曲暍
谷芽等棳补气健脾类人参暍党参暍白术等棳芳香化湿类
藿香暍佩兰暍白豆蔻等棳利胆类茵陈暍郁金暍金钱草等棳
降下类大黄暍芒硝暍番泻叶等棳活血祛瘀化痰类三棱暍
莪术暍半夏等中药定为胃动力中药棳指出这几类中药
均具有改善胃动力棳促进胃排空作用暎

张淑洁等椲椂椵通过实验发现棳厚朴在炮制前后均
表现出促进胃肠运动的作用棳在厚朴的各种炮制品
中棳以樟帮出霜姜厚朴最优棳作用与多潘立酮相似暎
杨淑娟等椲椃椵在动物实验中发现棳郁金能显著增加兔
离体胃底及胃体纵行平滑肌张力棳减小胃体纵行平
滑肌收缩波平均振幅暎表明郁金对胃肌收缩活动具
有兴奋作用棳并指出这种兴奋作用部分经由胆碱能
斖受体介导暎祝捷等椲椄椵通过实验发现棳半夏泻心汤
对斊斈大鼠有显著的促胃排空及促胃动素分泌的作
用棳该方减去半夏后棳上述作用明显减弱棳间接证明
半夏有促胃动力作用暎此外棳李岩等椲椆椵在对四逆散



的拆方研究中发现棳柴胡可以增强小鼠胃排空功能棳
且对小肠推进功能也有促进作用棳表明柴胡对胃动
力也有一定调节作用暎

大量研究证实棳厚朴暍郁金暍柴胡暍半夏等也有一
定的抗抑郁作用暎傅强等椲棻棸椵在实验中发现棳厚朴的
主要成分厚朴酚可以促进抑郁模型小鼠海马齿状回

神经前体细胞增殖棳并能上调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棬斅斈斘斊棭蛋白表达棳进而促进海马神经元再生棳
从而起到抗抑郁作用暎韩珍等椲棻棻椵通过实验发现棳郁
金可显著缩短小鼠强迫游泳时间及悬尾不动时间棳
表现出了较强的抗抑郁作用暎张静艳等椲棻棽椵通过实
验发现棳柴胡的有效成分柴胡皂苷能显著降低大鼠
海马斄斆旇斉和斆旇斄斣的蛋白表达与活性棳抑制海马
区神经细胞的凋亡棳发挥抗抑郁作用暎戈宏焱等椲棻棾椵

也通过实验证实棳柴胡皂苷斄可使抑郁症大鼠脑中
海马区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含量升高棳
减少神经细胞损伤棳从而起到抗抑郁作用暎虽然目
前关于半夏在抗抑郁方面的研究较少棳但多年的临
床经验表明棳半夏却有抗抑郁作用暎

厚朴暍郁金暍柴胡暍半夏等中药同时具有促胃肠
动力及抗抑郁作用棳临床医生可根据具体病情选择
用药棳为患者制定出最适合暍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暎
棾 经典古方加减

季芳等椲棻棿椵采用加减柴胡疏肝散治疗斊斈合并
抑郁症患者椄棸例棳并与莫沙必利加泮托拉唑暍莫沙
必利加泮托拉唑加黛力新对比暎结果显示棳治疗棿
周后棳棾组症候总积分及斎斄斖斈评分均较本组治疗
前下降棳其中莫沙必利加泮托拉唑加黛力新组症候
总积分及 斎斄斖斈评分最低棳加减柴胡疏肝散组次
之棳莫沙必利加泮托拉唑组最高棳前棽组比较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棳后棽组比较棳差异显著暎提示棳莫沙
必利加泮托拉唑对本病的疗效不如加减柴胡疏肝

散棳加入黛力新后棳疗效与柴胡疏肝散相似暎詹程胹
等椲棻椀椵对伴抑郁的斊斈患者运用柴胡疏肝散加减进
行干预治疗棳将棿椄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
各棽棿例棳分别给予中药及黛力新联合莫沙比利或奥
美拉唑治疗棳疗程棿周暎结果发现棳治疗后患者各项
症状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
除绝望感外棳斎斄斖斈各因子评分均低于治疗前棳差
异显著暎与对照组相比棳早饱及嗳气症状积分下降
明显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棽组 斎斄斖斈各因子评分
差异无显著性暎比较上述两项研究结果棳后者在改
善早饱及嗳气方面优于前者棳可能与后者加用郁金
及槟榔两味药有关暎正如前文所述棳郁金作为一种
胃动力中药棳具有明显的促进胃排空作用暎槟榔可
增加肠管的张力和蠕动棳减轻胃肠胀气棳也可改善早

饱及嗳气症状暎
党中勤等椲棻椂椵暍韩永祥等椲棻椃椵采用加味四逆散棬治

疗组棭治疗斊斈伴抑郁状态的患者棳同时与多潘立酮
加黛力新棬对照组棭对比暎治疗结束后棳治疗组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棳斎斄斖斈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暎提示棳加味四逆散对本病的疗效优于多潘立酮
加黛力新暎

肖琳等椲棻椄椵应用加减半夏厚朴汤治疗伴心理因
素的斊斈患者棽棾例棳并与该类患者棽棽例应用多潘
立酮加路优泰治疗进行对照暎棿周后结果示棳棽组
斊斈症状评分及 斎斄斖斈评分均较本组治疗前显著
下降棳棽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暎提示棳应用加减半
夏厚朴汤治疗本病的疗效与应用多潘立酮加路优泰

相似暎
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暍理气止痛棳四逆散疏肝健

脾暍理气和胃棳半夏厚朴汤行气散结暍降逆化痰暎此
三种中药均具有治疗斊斈及抗抑郁作用棳能有效改
善本病患者的临床症状暎
棿 经验方

谭文婧等椲棻椆椵将椆棸例斊斈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
随机分为疏肝组暍疏肝养心组和疏肝黛力新组棳疏肝
组采用疏肝健脾方治疗棳疏肝养心组采用疏肝健脾
方联合养心安神方治疗棳疏肝黛力新组采用疏肝健
脾方联合黛力新治疗暎治疗棿周后棳疏肝组总有效
率显著低于疏肝养心组和疏肝黛力新组棳疏肝养心
组与疏肝黛力新组总有效率比较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暎治疗后疏肝养心组暍疏肝黛力新组 斎斄斖斈评
分显著低于疏肝组暎提示棳疏肝健脾方联合养心安
神方治疗本病的疗效与疏肝健脾方联合黛力新相

似棳且优于单用疏肝健脾方暎研究证实棳抑郁和焦虑
可加重斊斈的病情棳疏肝养心组在原有疏肝健脾基
础上加以养心安神治疗棳增强了对情志的改善作用棳
减轻了抑郁症状棳进而减轻斊斈的临床症状棳从而提
高了对本病的疗效暎

陆海燕等椲棽棸椵对棾棻例伴有焦虑暍抑郁的斊斈患者
运用理气降浊方治疗棳并同时对棽棿例该类患者运用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加黛力新治疗棬斎斝阳性者加奥
美拉唑肠溶片暍阿莫西林胶囊及克拉霉素胶囊棭暎治
疗棿周后棳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棳治疗组
斎斄斖斈评分较本组治疗前明显下降暎提示棳理气降
浊方可明显改善斊斈患者的临床症状棳并有一定的
抗抑郁作用暎

临床上许多医家以促胃动力中药及抗抑郁中药

为基础棳结合自己多年的用药经验棳随证加减棳组成
固定的经验方棳对本病的治疗获得了满意的疗效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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椀 中成药
刘方旭等椲棽棻椵在一项多中心暍开放暍随机对照研

究中指出棳枳朮宽中胶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及抑
郁症状疗效可靠暎该研究将棽棸棽例功能性消化不良
餐后不适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棬椆椃例棭及对
照组棬棻棸椀例棭棳治疗组给予枳朮宽中胶囊棳对照组给
予多潘立酮棳疗程为棿周暎分析结果发现棳治疗组经
治疗后消化不良症状积分及抑郁积分明显下降棳较
治疗前差异具统计学意义棳与对照组相比棳差异具统
计学意义暎

枳朮宽中胶囊是在古代名方枳朮丸基础上加柴

胡暍山楂而成暎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棳枳实可增加胃窦
组织斝物质及胃动素的分布棳减少血管活性肠肽的
含量棳从而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的胃排空椲棽棽椵暎
枳实含药血清可能通过调节钙调蛋白的表达棳增加
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来促进胃窦平滑肌细胞

的收缩棳从细胞水平阐明了枳实的促动力作用椲棽棾椵暎
大剂量生白术可降低胃残留率棳提高黑色炭末推进
率棳对胃肠动力有一定调节作用椲棽棿椵暎张超贤椲棽椀椵在研
究中发现棳枳朮宽中胶囊可以通过升高血浆中胃动
素的含量棳进而改善胃动力棳并指出本药在改善胃动
力方面的疗效与莫沙比利相当暎畅洪昇等椲棽椂椵通过
动物实验证实棳枳朮宽中胶囊可以通过改善椀灢羟色
胺棬椀灢斎斣棭能神经元传递暍抑制应激所引起的皮质激
素分泌等机制起到抗抑郁作用暎提示棳枳朮宽中胶
囊同时具有促进胃排空及抗抑郁的作用棳在治疗
斊斈伴抑郁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暎

近年来棳广大中医学者在斊斈伴抑郁的治疗方
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暎祖国医学
强调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进行辨证施治棳对不同症
候进行随证加减棳方法灵活多样棳广泛覆盖了患者的
症状谱棳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所致的不良反应棳体现
出中药对本病治疗独特的优越性棳为本病的治疗拓
宽了新思路暎然而中药治疗在体现优势的同时棳也
存在诸多不足棳概括如下椇栙缺乏多中心参与的符合
完全随机暍对照暍双盲原则的科研设计棳降低了结论
的可信性暎栚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方案棳各医家多
按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进行辨证分型棳导致各研究
之间缺乏可比性暎栛造模困难棳缺乏公认的斊斈伴
抑郁的动物模型棳目前多为两种动物模型的单独研
究棳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暎栜临床上对本病疗效的
评价多以症状改善为主棳主观性较强棳缺乏客观的物
理及化学检查方法棳降低了结论的可信性暎栞中药
可因所选药材的品种不同暍产地不同暍炮制方法不同
等因素影响其疗效的稳定性暎栟目前临床应用的中
药剂型多为汤药棳不方便服用棳导致患者的依从性较

差暎因此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棳如何实现更为严谨
的科研设计棳统一辨证分型棳建立可信的动物模型棳
确立客观的评价方法棳研发疗效稳定暍服用简便的中
药剂型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暎

本文总结了中药在治疗斊斈伴抑郁中的应用棳
指出了中药治疗本病的优势及不足暎相信随着中医
学者对本病更深入的研究棳中药治疗在未来将占有
更重要的地位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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