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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评价消朦灵治 万气 阴两虚兼疾癖互结证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临床万效
。

方法 : 将 60 例 患者 (10 8 只 目助

随机分成 治 万组 30 例 (56 只 目助 和对照组 30 例 (52 只目助
。

治 万组予 以七叶洋地黄双苍滴眼液 (施图伦滴眼树 联合 口服消朦

片治 万
,

对照组仅予 以七叶洋地黄双苍滴眼液滴眼
,

连续用药 12 周 ; 观察用药前后视力
、

眼底病变
、

中医证候的 变化
。

结果 : 治

万组低视力区 比例下降
,

高视力区 比例增加
,

治 万组视力改善明显好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治 万后 2 组患者

均较治 万前视力提高
,

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O

一

05
,

尸 < O
一

01 )
。

治万后 2 组视力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1 )
。

治万后治 万组眼底病变有所减轻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治万后 治万组主要症状评分降低明显

优于对照组 (尸
< o

一

01 )
。

结论 : 消朦片对气阴两虚兼疾癖互结证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有一定的治 万作用
。

〔关键词」干性年龄相关黄斑变性 (八入!动 ; 气 阴 两虚 ; 疾癖互结 ; 消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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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又称老年性黄斑变性 (A M )D
,

为 5 0

岁以上的老年人首要致盲性眼病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其发病率

显著升高
。

A M O 临床表现分为两种类型 : 干性 (又称萎缩型 )

及湿性 (又称渗出型 )
。

近年来对湿性 A M O 病因病机有了越来

越深入的了解
,

对湿性 A M O 临床治疗方法也有了突破性的进

展
,

如光动力疗法
、

抗 V EG「治疗等
。

但对于干性 A M O 的发

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

因此对于干性 A M O 的治疗仍面临很大

困难 1[] 。

本院院内制剂消朦片治疗眼底病变
,

用于临床多年
,

取得一 定疗效团 。

为了进一步客观评价该药
,

本研究观察了消

朦片对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患者的视功能保护作用
,

结果报道

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201 0 田 01 2 年广东省中医院眼

科诊断为干性 A M O
、

中医辨证为气阴两虚兼痰痕互结型的患

者
,

共 6 0 例 1 0 8 只眼
,

随机分为 2 组
。

治疗组 3 0 例 (5 6 只

眼 )
,

男 1 7 例
,

女 13 例 ; 年龄 5 0 ~ 7 5 岁
,

平均 6 .8 9 岁
。

对

照组 3 0 例 (5 2 只眼 )
,

男 16 例
,

女 14 例 ; 年龄 5 0 ~ 7 5 岁
,

平均 6 9
.

1 岁
。

2 组患者年龄
、

病程
、

视力情况等基线情况比

较
,

差异均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

具有可比性
。

1
.

2 诊断标准 参照 《眼底病学 ) 团中 A M O 诊断标准制订
。

①年龄为 50 岁以上 ; ②双眼视力同时或先后缓慢下降 ; ③眼

科检查见眼底黄斑区色素脱失
,

反射不清或消失
,

可见散在的

玻璃膜疥 ; ④荧光造影检查见黄斑区有透见荧光或弱荧光
,

但

无荧光渗漏
。

1
.

3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

行》 畸目关标准制订
。

①气阴两虚证 : 视物昏花
,

目睛干涩
,

倦怠乏力
,

气短懒言
,

五心烦热
,

口渴咽干
,

心悸失眠
,

舌

体胖大
、

舌红少津
,

脉细数 ; ②痰痕互结证 : 头晕
,

面色晦

暗
,

肢体麻木
,

肌肤甲错
,

呕吐痰涎
,

舌暗厚腻
、

痕点痕斑
,

月永濡滑
。

1
.

4 纳入标准 ①符合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诊断标准和中医

气阴两虚
、

痰痕互结证诊断标准 ; ②年龄 50 田 5 岁 ; ③视

力 < .0 8
。

1
.

5 排除标准 ①湿型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的患者 ; ②年龄

小于 5 0 岁或大于 75 岁 ; ③视力 〕 .0 8 ; ④治疗期间同时使用

其他治疗年龄相关性药物患者 ; ⑤合并有视网膜其他疾病
、

青

光眼
、

葡萄膜炎等其他眼病的患者 ; ⑥合并有严重心
、

脑血

管
、

肝脏和造血系统疾病的患者 ; ⑦妊娠或喃乳期妇女
、

精神

病患者 ; ⑧正在参加其他药物临床试验或其他治疗的患者 ; ⑨

依从性差
,

不能定期来院诊治者
。

2 治疗方法

2
.

1 治 万组 予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滴眼
,

每天 3 次
。

消

朦片 (广东省中医院研制
,

由党参
、

麦冬
、

五味子
、

积实
、

白

术
、

密蒙花等组成 )
,

每次 4 片
,

每天 3 次
,

口服
。

2
.

2 对照组 仅予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滴眼
,

每天 3 次
。

2 组疗程均为 3 月
。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视力 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检测治疗前后最佳矫正视力
。

参照文献 5[] 设为等级 : .0 6 口1
.

0
,

.0 3 口.0 6
,

0
.

1 田
.

3
,

蕊 0
.

1
。

3
.

2 眼底情况 散瞳后用 下o p〔 o n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及眼底

照相仪观察黄斑区玻璃膜疥及色素改变情况
。

轻度 : 散在玻璃

膜疥
十
少许色素颗粒沉着 ; 中度 : 密集玻璃膜疥

十
色素颗粒

集聚 ; 重度 : 融合玻璃膜疥
十
色素上皮层地图状萎缩

。

3
.

3 中医证候积分 观察视物模糊
、

眼睛干涩
、

咽干 口燥
、

倦怠乏力
、

头晕等中医证候
,

每一症状分重
、

中
、

轻
、

无 4

级
,

分别记 6
、

4
、

2
、

0 分
。

3
.

4 统计学方 法 采用 p A SW S t iat ist 〔 5 1 .8 0 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计量资料以标士
、
)描述

,

组间比较采用 艺

检验 ; 计数资料用率描述
,

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4 治疗结果

4
.

1 2 组患者治 万前后矫正视力分布情况比较 见表 1
。

治疗

前 2 组患者矫正视力分布构成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但治疗后治疗组低视力区比例下降
,

高视力区 比例增加
,

治疗

组视力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4
.

2 2 组患者治 万前后视力情况比较 见表 2
。

治疗后 2 组患

者均较治疗前视力提高
,

差异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尸 < 0
.

0 1 )
。

治疗后 2 组视力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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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时 段 组 别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矫正视力分布情况比较

蕊 0
.

1 0
.

1口 0
.

3口 0
.

6口 合计 Z值

治疗前

默 : {: 翼 : 羹
一

1.07 5.608

治疗后 治疗组 3 8 33 1 2 56
一

2
.

1 7 0
.

03 0

对照组 6 12 29 5 宝

表 2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2组患者治疗前后视力情况比较肠士
、
)

n
治疗前 治疗后

0
.

3 3士 0
.

2 0

0
.

3 7士 0
.

23

0
.

60士 0
.

1 8②③

0
.

4 7士 0
.

1 4①

一
b,乙CJCJ

与 治 万前比较
,

①尸 < 0 05
,

②尸 < 0 01 ; 与对照组比较
,

③尸 < 0 0 1

4
.

3 2 组治 万前后眼底情况比较 见表 3
。

治疗前 2 组患者眼

底情况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治疗后治疗组眼

底病变有所减轻
,

与对照组 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

但是眼睛局部用药难以改善患者的全身证候
,

综合前面阐述的

A M O 的中医学病机认识
,

笔者采用益气养阴
、

活血祛痰法联

合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治疗 A M O
,

结果表明治疗后患者

视力
、

眼底情况
、

中医证候均优于单用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

液治疗
。

近年来研究显示
,

A M O 与衰老
、

氧化应激反应
、

炎症免

疫反应等均有关
,

因此
,

抗氧化剂
、

抗衰老及抗炎均是 A M O

的治疗策略之一
。

本研究选用消朦片
,

其主要成分为党参
、

麦冬
、

五味子
、

积实
、

白术
、

密蒙花等
。

现代中药药理研究

显示
,

消朦片所含的党参
、

麦冬具有抗氧化
,

免疫调节及抗

衰老的作用卜叭 而密蒙花具有抗炎
、

免疫调节及对抗眼部疾

患的作用 9[] 。

根据消朦片相关成分的中药药理研究成果推测
,

消朦片可能是对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有抗氧化
、

抗炎及免疫调

节的功效
,

来延缓及改善 A M O 病变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本研究显示消朦片对干性 A M O 患者
,

可改善

视力
、

减轻眼底病变及气阴两虚兼痰痕互结型中医证候
。

但由

于本研究样本数较少
,

观察时间较短
,

上述结果需进一步作大

样本量研究来验证
。

表3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组

时 段

2 组治疗前后眼底情况比较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Z 值 尸值

1 6 28 1 2 56

治疗前
一

.0 4 7 0
.

64 0
1 7 25 1 0 52

治疗后 29 2 1 6 56
一

2
.

1 5 0
.

03 2

1 6 27 9 52

.4 4 2 组治 万前后 中医证候评分 比较 见表 4
。

治疗后治疗组

主要症状评分明显的降低
,

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 (P < 0
.

01 )
。

表4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肠士
、
) 分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4
.

03 士 1
.

92

4
.

24 士 1
.

84

2
.

10 士 1
.

54
①

3
.

98 士 1
.

67

门U八U,J又ú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1

5 讨论

A M O 属中医学视瞻昏渺范畴
。

中医学古籍文献对其病证

论述丰富
,

如 征治准绳
·

杂病
·

七窍门》 指出 :
“

目内外别无

证候
,

但自视昏渺
,

蒙昧不清
,

有劳神
,

有血少
,

有元气弱
,

有元精亏而昏渺者
,

致害不一
。

若人年五十以外而昏者
,

虽治

不复光明
。 ”

中医学认为
,

本病的成因在于人体气血
、

精气耗

损
,

心肝脾肾之气不足
,

产生各种病理代谢产物
,

如痰
、

湿
、

痕
、

火合并本虚
,

疾病内生
。

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是治疗 A M O 的一种眼部用药
,

既

往文献报道临床疗效较好
,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视网膜黄斑

色素密度有关 问 ,

本研究显示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对干性

A M O 有效
,

可提高视力及改善眼底病变
,

与文献报道一致
。

〔参考文献〕

【1」 B o w e s R ic k m a n C
,

Fa r s iu S
,

T o t h CA
, e t a l

.

D ry

a g e 一

re la t e d m a c u la r de g e n e ar t io n : m e c ha n is m s ,

t h e ar Pe u t ic t a gr e t s
, a n d im a g in g o」

.

In v e s t O Ph t h a lm o l

V 15 S c i
,

20 13
,

54 (14 ) : 6 8
一

8 0
.

2[ 〕 詹文捷
,

庞龙
,

邓飞雁
,

等
.

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复位术

后应用消朦灵片的临床研究 0 〕
.

中国 中医眼科杂志
,

2 0 1 2
,

22 (1 ) : 2 0
一

2 2
.

3[] 张承芬
.

眼底病学【M]
.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2 01 0 :

3 6 8
一

3 6 9
.

4[ 」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行 )【M ]
.

北京 :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
,

2 00 2 : 3 1 2
一

3 13
.

5[ 〕 朱静
,

徐峰
,

周斌
,

等
.

复明增视片治疗萎缩型老年性

黄斑变性临床研究 0 〕
.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

2 01 1
,

21

(6 ) : 34 1
一

3 44
.

6[] 罗毅
,

丁洪涛
.

七叶洋地黄双普滴眼液对老年黄斑变性

的疗效观察和机制初探 0 〕
.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

2 0 11
,

3 2 (2 ) : 15 3
一

1 5 5
.

7[] 于学康
.

麦冬 的药理作 用研 究进展 0〕
.

天 津药学
,

2 0 1 2
,

24 (4 ) : 6 9
一

7 0
.

8[ 」 王洁
,

邓长泉
,

石磊
.

党参的现代研究进展 0 ]
.

中国 医

药指南
,

2 0 1 1
,

9 (3 1 ) : 2 7 9
一

2 8 1
.

9[] 崔颖
.

密蒙花研究进展 0 〕
.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

2 01 0
,

2 7 (2 ) : 65
一

6 7
.

(责任编辑
: 冯天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