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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观察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治疗气血两虚型眩晕的效果。方法 选择医院 2020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收治
气血两虚型眩晕患者 1 00 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通过简单随机的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
两组均接受针刺治疗 4 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益气聪明汤治疗 4 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椎-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
大流速、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血清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水平，并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眩晕评分，在疗
程结束时，按照《中医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相关标准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比较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

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痊愈率分别为 38.00%（1 9／50）和 1 8.00%（9／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
组血清 TC、Fib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其中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左椎动
脉、右椎动脉以及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均较本组治疗前明显升高，其中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眩晕评分均高于本组治疗前，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期间均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治疗气血两虚型眩晕较单纯应用针刺治疗效果更

佳，能显著提升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且具有较高安全性，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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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Yiqi Congming Decoction（益气聪明汤）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on Vertigo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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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Yiqi Congming Decoction（益气聪明汤）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on dizzi-
ness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Methods A total of 1 00 cases of vertigo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By simple random number table，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
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Both groups received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4 week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Yiqi Congming Decoction for 4 weeks.Maximum vertebrobasilar blood systolic flow velocity，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and fibrinogen（Fib）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vertigo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t the end of treatment，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linical Research ofNew Chinese Medicine Drugs.Results The clinical recovery rat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38.00%（1 9／50）and 1 8.00%（9／50），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serum TC and Fib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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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After treatment，the maximum systolic flow velocities of left vertebral artery，right vertebral artery and basilar artery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valu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fter treatment，the vertigo score in both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No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in both groups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 Yiqi Congmi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vertigo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 has
better effect than acupuncture alone.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aximum systolic flow velocity of vertebra -basilar artery in
patients and has high safety，which is suitable for promotion.

Keywords：Yiqi Congming Decoction（益气聪明汤）；acupuncture；dizziness with deficiency of Qi and blood；vertebrobasilar
artery insufficienc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椎-基底动脉缺血综合征又被称为颈性眩晕，中医认为颈
性眩晕的原因是外伤或者颈椎退行性变造成椎 -基底动脉供
血不足［1 -2］。眩晕患者最常见的表现是耳聋耳鸣、肢体麻木

等，中医将其归为“眩晕”范畴，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类型是气血

两虚型眩晕。相关研究发现［3 -4］，血液黏稠度的升高造成了

椎-基底动脉的血液供应减少，造成患者出现眩晕。本病的具
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已有相关研究发现可通过对交感

神经的传导进行抑制，可以起到舒张血管的作用，进而使中枢

神经系统的血液供应恢复，从而减轻患者的症状。该病无论是

对患者的生活还是工作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需按照积极

有效的手段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 -6］。中医学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其中针刺治疗与中药汤剂治疗是中医较为常用的手

段，能从本质上治疗疾病，在临床上治疗眩晕也具有较为显著

的效果。因此本研究重点观察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对气血两

虚型眩晕治疗效果以及安全性，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更多参考

依据，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 2020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收治的气血两虚型眩
晕患者 1 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中医诊断符合气
血两虚型眩晕，西医诊断符合颈性眩晕；（2）经颅多普勒检查
显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3）近期未使用过抗组胺类药物
或皮质类固醇药物；（4）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
具有良好的治疗依从性。排除标准：（1）有接触性药物或全身
过敏史；（2）合并严重心血管、内分泌、肝肾、血液等系统疾病；
（3）孕妇以及哺乳期妇女；（4）椎动脉解剖异常；（5）合并颈椎
肿瘤、椎管狭窄、颈椎结核；（6）梅尼埃病；（7）神经官能症、脑
动脉硬化以及高血压病。使用随机数字表通过简单随机的方

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0 例。观察组男 21 例，女
29 例，年龄 41 ～75 岁，平均（55.69 ±6.1 5）岁，病程 1 0 ～68 d，
平均（35.35 ±5.1 6）d；对照组男 20 例，女 30 例，年龄 42 ～74
岁，平均（56.1 2 ±6.38）岁，病程 1 1 ～65 d，平均（36.1 2 ±
5.38）d。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 .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根据《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7］

关于颈性眩晕的诊断标准：（1）眩晕症；（2）颈扭转试验阳性；
（3）枕颈神经痛；（4）有交感神经激惹表现；（5）影像学检查显
示椎体不稳、椎间盘突出等；（6）经颅多普勒超声（transcranial
doppler ultrasound，TCD ）检查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中医
诊断标准：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8］关于颈椎病符合

气血两虚型标准：（1）视物旋转；（2）面色苍白，倦怠乏力，脉
细弱。

1 .3　方法
两组均接受针刺治疗 4 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益气

聪明汤治疗 4 周。
1 .3.1　针刺治疗　主穴：大椎、百会、风池、完骨、C3 -C5 颈夹
脊穴，配穴：三阴交、血海、肝俞、肾俞、脾俞、胃俞。患者取仰卧

体位，首先常规对针刺部位进行消毒处理，使用 1 .5 寸毫针斜
刺大椎 0.5 ～0.8 寸，采用 1 .0 寸毫针平刺百会穴 0.5 ～0.8
寸，采用 1 .0 寸毫针向脊柱方向对夹脊穴斜刺 0.5 ～0.8 寸，其
余部位以常规方法进行穿刺，1 次／d，每次 30 min，治疗 4 周
时间。

1 .3.2　益气聪明汤　观察组在针刺治疗的基础上，服用益气
聪明汤，药方组成：黄芪 1 0 ～1 5 g，人参 1 0 ～1 5 g，蔓荆子 1 0 ～
1 5 g，葛根 1 0 ～1 2 g，升麻 6 ～9 g，黄柏 6 ～9 g，白芍 1 0 ～1 5 g，
丹参 1 0 ～1 5 g，半夏 1 0 ～1 2 g，白术 1 0 ～1 2 g，炙何首乌 1 0 ～
1 2 g，甘草 1 0 ～1 5 g。一剂煎熬 2 次，而后混合，分为 2 次进行
口服，1 剂／d，治疗 4 周时间。
1 .4　观察指标

（1）疗效：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关于眩晕
疗效的评价标准。①临床痊愈：眩晕等症状消失；②显效：眩晕
等症状明显好转，尚有轻微的头晕目眩，但不影响日常工作与

生活；③有效：眩晕减轻，尚有轻微自身、景物旋转感，对日常生
活或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④无效：症状无缓解甚至加重。比
较两组临床痊愈率。（2）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
血清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分别与治疗前和治疗后采集
外周静脉血 5 mL，3000 r／min 离心 1 0 min，而后置于-80 ℃冰
箱保存待检。Fib采用固相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盒
（上海盈公生物）。TC 采用酶标仪比色法检测，试剂盒（江苏
森贝加生物）。（3）椎 -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采用
TCD检查两组治疗前后左椎动脉、右椎动脉、基底动脉血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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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期最大流速。（4）眩晕评分：参照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
纪要，共 5 分，分数越高则眩晕程度越轻。（5）不良反应：观察
两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

1 .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首先进行正态性分析，本研究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以 ■x±s表
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以χ2 检验进
行比较，若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痊愈率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痊愈率分别为 38.00%和 1 8.00%，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气血两虚型眩晕患者临床痊愈率比较

单位：例（%）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50 1 9（38.00） 21（42.00） 9（1 8.00） 1（2.00）
对照组 50 9（1 8.00） 1 9（38.00） 1 8（36.00） 4（8.00）
χ2 组 4.960
P值 0.026

2.2　治疗前后血清 TC、Fib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

组血清 TC、Fib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其中观察组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气血两虚型眩晕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TC、Fib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时间 TC／（mmol／L） Fib／（g／1 00 mL）

观察组 50 治疗前 5.53 ±1 .03 4.1 1 ±0.23
治疗后 4.62 ±0.98* 3.95 ±0.32*

t值 4.526 2.871
P值 ＜0.001 0.003

对照组 50 治疗前 5.56 ±1 .1 2 4.1 4 ±0.20
治疗后 5.02 ±0.97 4.05 ±0.1 8
t值 2.577 2.365
P值 0.006 0.01 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　治疗前后椎-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比较
两组治疗前椎-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左椎动脉、右椎动脉以
及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均较本组治疗前明显升高，其

中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4　治疗前后眩晕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眩晕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眩晕评分均高于本组治疗前，且观察组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5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期间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3　讨论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眩晕的主要原因是椎动脉受到各种因

表 3　两组气血两虚型眩晕患者治疗前后椎-基底动脉血流

收缩期最大流速比较（■x±s） 单位：cm／s

组别 例数 时间 左椎动脉 右椎动脉 基底动脉

观察组 50 治疗前 38.33 ±4.65 33.02 ±3.87 43.69 ±4.69
治疗后 50.1 5 ±5.1 8# 51 .36 ±3.1 5# 53.26 ±4.78#

t值 1 2.007 25.989 1 0.1 05
P值 ＜0.001 ＜0.001 ＜0.001

对照组 50 治疗前 38.65 ±4.58 33.1 0 ±3.49 43.97 ±4.25
治疗后 45.69 ±6.03 45.69 ±3.47 48.96 ±4.35
t值 6.574 1 8.089 5.802
P值 ＜0.001 ＜0.001 ＜0.001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 4　两组气血两虚型眩晕患者治疗前后眩晕评分比较（■x±s）

单位：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50 1 .35 ±0.37 4.1 3 ±0.51 31 .1 99 ＜0.001
对照组 50 1 .39 ±0.35 3.29 ±0.49 22.31 1 ＜0.001
t值 0.555 8.398
P值 0.290 ＜0.001

素的影响而血流受阻，再加上血液黏稠度的升高，流动的阻力

明显增大，共同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患者产生眩晕感［9 -1 0］。中

医学认为眩晕主要是因为机体体虚劳损或者气血亏虚，认为

“虚”是造成眩晕的根本病因，因此在治疗方面重视对患者气

血的补充以及通络祛瘀［1 1 -1 2］。头乃诸阳之会，“乙癸同源”，

若肝阳不升，则中下焦虚冷，进而导致气血不足，清窍失聪最终

产生眩晕。在颈性眩晕的治疗中，中药汤剂和针刺治疗是较为

常用的手段，具有较好的效果。本研究对观察组患者采用针刺

联合益气聪明汤治疗，针刺疗法作为中华传统医学的常用手

法，其能促进机体紧张的肌肉得到缓解，改善皮下肌肉的黏稠

紧密状态，缓解因炎症刺激导致的水肿，改善局部微循环状态，

最终实现改善脑血管供血的效果。大椎、风池、百会等穴位乃

头部的重要穴位，针刺以上穴位能取得活络经脉、缓解头痛以

及促进局部血液供应的功效。选择三阴交、脾俞、肝俞、肾俞、

胃俞作为配穴，针刺可获得护胃之功效。对上述穴位进行针刺

治疗，达到宁静安神、舒缓头痛以及通经活络之功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痊愈率分别为

38.00%和 1 8.00%（P＜0.05），治疗后两组左椎动脉、右椎动
脉以及基底动脉血流收缩期最大流速均较本组治疗前明显升

高，其中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眩晕
评分均高于本组治疗前，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益气聪明汤源自《东垣试效方》，其主治耳鸣耳聋、头
昏，或治疗饮食不节造成的脾胃虚弱，患者服用本方可达清阳

上升、肝肾受益之功效，目障耳聋等病证获愈［1 3 -1 4］。该方在治

疗脑外伤方面效果显著，对受损脑神经的恢复具有显著作用，

同时可显著改善脑血流供应，延缓衰老进程。现代医学研究认

为，葛根、黄芪、蔓荆子等对微循环的改善效果显著，并且具有

改善血液流通，升清阳、清风热之功效［1 5 -1 6］。黄芪、人参等发

挥补中益气之功效，葛根发挥升发清阳之功效，丹参则能活血

化瘀，白芍具有养血活血之功效，上述诸药共同作用发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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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阳、益脑平肝和益血补气之功效，最终获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在中药汤剂发挥作用的同时，加以针刺治疗，对局部痉挛的肌

肉起到缓解作用，减轻组织的粘连，对于水肿的吸收以及无菌

性炎性组织的吸收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局部微循环得到改善，

脑血管供血得到缓解。相关研究表明［1 7 -1 8］，颈性眩晕发病过

程中，血清 Fib、TC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地位，其造成了局部血流
动力学的改变以及全身各个系统血管的舒张和收缩失衡。张

珍等［1 9］研究表明，当 TC ＞5.72 mmol／L时，对血管活性将产生
明显的抑制作用，使血液黏稠度增加，血流速度明显降低，患者

也将因脑供血不足而出现眩晕。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

血清 TC、Fib水平均较本组治疗前降低，其中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1）血清 Fib、TC是造成颈性眩晕的重要影响因素；（2）通
过针刺和中药汤剂的联合应用，能明显降低血清 Fib、TC 水平，
降低血液黏稠度，促进血流速度的加快，改善大脑血液供应状

态［20 -22］。但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疗法使血清 Fib、TC 水平降
低更明显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通过本研究，我

们总结了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疗法的优势所在：（1）治疗方法
灵活，疗效显著；（2）治疗方法易于被患者接受；（3）针刺治疗
能促进机体对中药汤剂的吸收，提升疗效［23 -24］。相关研究表

明［25 -26］，中药汤剂与针刺治疗联合应用，能显著舒张血管，改

善其收缩状态，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改善，从而实现缓解

患者眩晕症状的效果。在下步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对针药结合

疗法作用机制的研究，可进一步明确中医药治疗眩晕的价值，

提高广大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认识和对中医疗效的肯定。

综上所述，益气聪明汤联合针刺治疗气血两虚型眩晕较单

纯应用针刺治疗效果更佳，能显著提升患者椎-基底动脉血流
收缩期最大流速，且具有较高安全性，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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