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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泻肝汤联合克霉唑栓治疗湿热型复发性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临床观察

邱优丽 ，
杨慧珍

天台县妇幼保健所 ， 浙江 天台

摘要 目的 ： 观察龙胆泻 肝汤联合克霉唑栓治 疗 湿热 型复发性外阴 阴 道假丝酵母菌 病 （
临床观察 。 方法 ： 将复发性

患者 例随机分 为 组各 例
。
西 医 组予 以 克霉唑栓阴道上 药

，
中西 医组患 者在 西 医组基础上加用龙胆泻肝汤 加减 口服 ，

组均 治 疗 天
。
观察 组临床疗 效以及随访期复发情况 。 结果 ： 治疗 结束后 周

， 中 西 医组临床总有效率 为 优于西 医

组 的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中西 医组和西 医组分别 复发 例 （ 和 例 （ 组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
。 结论 ： 龙胆泻肝汤联合克霉唑栓治疗 湿热型复发性 的疗 效较显著

，
远期疗 效巩 固 ， 复发率较低

，
具

有 治疗及预防 病情复发的 双重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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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
也称外阴 阴道念珠菌病 ，

痛
，
口 苦口 腻

，
小便黄赤 ， 舌质红 、 舌苔黄腻或厚腻 ，

脉滑或

是妇产科 门诊 的 常见阴道感染性疾病 ， 其病原体是假丝酵母 滑数 。 以上主症具备 项以上或 主症具备 项 以上且次症具

菌
，
病情常 迁延难愈 ， 复发率较 高 ， 临床上治疗较棘手 。 因 备 项 ， 再结合舌脉 即可确诊 。 已婚或未婚有性生活史的 妇

此 ， 如何有效防治 复发是妇产科界关注的焦点、 克霉唑 女 ； 复发為 次 。

栓是治疗 较常 用 的阴道制剂 ，
近期疗效较好 ， 但治疗后 排除标准 合并其他阴道病者 ； 糖尿病 、 免疫功能低下 、

复发率仍较高 。 为提高复发性 的治疗疗效 ， 降低其复发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

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 、 雌激素 、 免疫抑

率 ，
笔者采 用 龙胆泻肝 汤联合 克霉唑栓洽 疗湿热型 复发性 制剂和糖皮质激素者 。

患者
，
疗效较满意 ， 现报道如下。 治疗方法

临床资料 西 医组 予 以克霉唑栓 每晚 粒 ， 清洗外 阴后

一般资料 选取 年 月
一 年 月 本保健所门 阴道上药 ，

连用 天 。

诊就诊 的 复发 性 患者 例 。 采 用 随机数 字表 法分为 中 西 医 组 在西 医组基础上加用 龙胆泻肝汤 加减 口 服 ，

组各 例 。 中 西医组年龄 ± 岁 ；

病程 ± 天
； 处方 ： 龙胆草 、 生甘草 、 柴胡 、 通草各 栀子 、 当归 、 泽

病情程度 ： 轻度 例 ， 中 度 例 ， 重度 例 。 西 医组年龄 泻 、 苦参 、 白芷各 生地黄 、 川 牛膝 、 鸡 冠花各

± 岁 ； 病程 ± 天
，

病情程度 轻度 例 ，
黄芩 车前子 包煎 。 随症加减 ， 经期加益母草 、 丹

中度 例
， 重度 例 。 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 参各 白带 多者加薏苡仁 、 土茯苓各 局部灼热明

无显著性意义 尸 具有可比性 。 显者加忍冬藤 黄柏 、 萆藓各 阴道痒明显者加 白

病例选择 西医诊断具有以下 临床症状 ： 外阴奇痒 、 烧 鲜皮 、 地肤子各 脾虚偏重加 白 术 、 茯苓 、 补 骨 脂各

灼感或外阴红肿疼痛 ， 妇科检查示阴道黏膜充血、 白带增多呈 ， 每天 剂 ， 水煎后分早晚 次服用 ， 连用 天 。

豆腐渣样或 呈凝 乳块样 ，
白带镜检示假丝酵母菌菌丝和 芽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胞 中 医诊断参照 《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判定标准》
⑷
辨证 为 观察指标 组患者治疗期 间均不再合并使用其他 口 服

湿热下注证
，
主症 ： 外 阴瘙痒或疼痛 ，

带下量增多 ， 色黄或黄 药 、 阴道 内药 物或阴道灌洗药物 ，
且避免性生活或使用避孕

白相兼 ， 质稠厚 如豆腐渣样 ， 有臭气 ；

次症 下腹作胀或疼 套 。 治疗随访时详细记录用药后临床症状 、 体征的 改善情况 、

收稿 日期

作者简介 邱优丽 （ 女
，
主管 药 师 ， 主要从事药剂科工作 。



新中 医 年 月 第 卷第 期

白带检查结果 ，
比较随访半年 内 的复发率 。 确切 ， 能明显改善其阴道和外阴 症状 。 研究发现中西医组临床

统计学 方 法 采用 软件 处理数据 ， 计数资料 总有效率明 显高于西医组 ， 且随访半年
，

中 西医组的复发率明

采用 检验 。 显低于西医组 ，
表明龙胆泻肝汤联合克霉唑栓治疗湿热型复发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性 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 的克霉唑栓治疗 ，
并能 降低其复

疗 效标 准 参考文献 【 相 关标准 ， 痊愈 阴道和外 阴症 发率 。 根据中 医学
‘ ‘

上工治 未病
”

的预防思想 以及 的发

状完全消 失 ，
白带检查示假丝酵母菌菌 丝和 芽孢均阴 性 好 病机理 ，

对 湿热型复 发性 的患者在外 用抗真菌药物克霉

转 阴 道和外阴症状较前明显好转 ， 白带检查示假丝酵母菌菌 唑栓控制局部症状同 时及时予以龙胆泻肝汤干预性治疗调整人

丝或芽孢呈阳性
，

无效 阴道和外阴 症状较前无明显改善或消 体 的整体生理机能 ，
有效降低复发率 ，

巩固其远期疗效 ， 具有

失后又重现 ， 白带检查示假丝酵母菌菌丝或芽孢呈阳性 。 复发 治疗及预防 病情复发 的双重效益。

评估标准 治疗后随访期间 再次 典型 的症状 ，
白带检査

见假丝酵母菌芽孢或菌丝呈阳性。 参考文献

组临床疗 效比较 见表 。 治疗结束后 周 ， 中 西医组
】 邹广玲 ， 吴桂芬 复发性外阴 阴 道假丝酵母菌病诊治 的

临床总有效率为 ， 优于西医组的 差异有显 临床观察 中 国当代医药 ， ，

著性意义 。
】 李承慧 ， 周 之洁 ， 扬 海燕 克霉唑阴道片对复 发性阴 道

念珠菌病的防治效果分析 】
实用 医学杂志 ， ，

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

组 别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 效率
‘

申丽 组
杨慧霞 外 阴阴道念珠菌病诊治规范 草案 丨

」
】 中华妇产

西 医 组
‘

‘

与 西 医组 比较 ， 尸 【 】
国家 中 医药管理局 中 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组随访半年 内 复发率比权 对 口疗有效者 中西医组

例 、
西医组 例 丨随访半年 ， 中西医组和 西医组分 力

丨

』 复发 例

和 例 组 比较 ，
差异有显者性思义 ？

。

讨论
】

疋 吊 见和 多发 的 妇科生殖器炎症 ， 口 疗后复发率约

对妇女 的 身心健康 响较 明显 ，
历 来疋妇科研

「

究 的热点问题 。 近年来 ，
随着广谱抗生素 、 雌激素 、 免疫抑制

剂 和糖皮质激 素大量不规范的治疗 ， 的 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
，
且不规范间断治疗可增加 了假丝酵母菌的 耐药性 ，

造成患
】

者 的病情反复发作 ， 甚至形成顽固性的 。 目 前治疗

的西药很多
，
但疗效往往欠理想 ， 吊 的有阴道局部外用抗真

菌药 ’
虽起效迅速 ’ 但只是消除症状 ， 并不能完全清除体内寄 ⑶

居 的假丝酵母菌 ，
并未针对复发的 原因进行根本的解决 ，

治疗
丨 朱玲 ， 罗 颂平 ， 许丽绵 ， 等 复发性外 阴 阴道假丝酵母

后病情易复发、 中 医学认为 ， 属阴痒 、 带下病的范畴 ， 菌病的 中 医病及特点及防洽 策略 】 新中 医 ，

认 为足厥阴肝经绕 阴器 ， 循经定位 ， 阴器病变 多与肝木 有关 ，

⑴

其 中 湿邪伤及任带二脉 、 致任脉不固 ， 带脉失约为其病因病 赖双玲 ，
马姻 龙胆 写肝汤加减治疗湿热型室女外 阴 阴

机 。 笔者 内治 以清肝利湿 、 杀 虫止痒之龙胆
、

写 肝汤 加减 口
道念珠菌病 例 】 北 京中 医药 ，

，

月艮 ， 方 中龙胆草泻肝胆之火 ， 以柴胡为肝使 ， 以甘草缓肝急 ，

佐以等 、 栀
、 通 、 泽和车前辈大利前 阴 ， 使诸湿有所从也。 赖 体短 杰选引

双玲等 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湿热型复发性 疗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