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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早泄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心理性因素、阴茎因

素、神经因素等，目前治疗早泄的方法主要为手术方法和非

手术方法，由于手术治疗有很大的风险，故大部分早泄治疗

均采取非手术治疗，非手术主要包括中医按摩治疗、中医针

灸治疗、中药治疗、西药治疗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心理行为疗

法等[1～2]。本院以三才封髓方治疗早泄，收到较好的疗效，现

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本

院早泄患者，共 146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73

例。研究组年龄 22～41 岁，平均(28.15±9.58)岁。对照组年

龄 41～75 岁，平均(29.23±9.25)岁。2 组患者年龄、体质量

以及治疗前病重程度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①临床症状诊断标准：患者阴茎没有插入伴

侣阴道或插入后不超过 1 m in 就射精，持续症状超过 1 月，明

显引起患者或其伴侣对性生活的兴趣的丧失；②中医证候诊断

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3]中阴虚火旺

型早泄的诊断，且患者出现腰膝无力、潮热盗汗、躁扰不安等

症状。
1.3 排除标准 ①射精潜伏期大于 1 m in；②年龄小于 20 岁

或大于 50 岁；③性生活极度不规律；④有吸毒史患者；⑤阴

茎包皮过长等器质性疾病患者；⑥泌尿与生殖系统有炎症患

者。
2 治疗方法

2．1 对 照 组 服用赛乐特(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每

天 20 m g，均在早晨服用，连续服用 12 周，可由专业医师

对 所 有 患 者 的 具 体 情 况 相 应 调 整 剂 量 ， 最 多 不 超 过 每 天

50 m g。
2．2 研究组 服用三才封髓方，处方：人参 9 g，熟地黄 15 g，

砂仁、甘草各 3 g，黄柏、天冬各 6 g。水煎，每天 3 次，连

续服用 12 周。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需禁止吸烟，要求所有患

者行有规律的活动，增进肌肉功能，提高治疗效率，由专家

对所有患者及其伴侣的性生活进行指导，避免错误的性生活

方式。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标准采

用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中关于性生活满意度的评分标准，

分数越高表示夫妻双方性生活；②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

伏期时间(IELT)，由患者自己记录治疗前与治疗完成后 2 个时

间点性生活射精时间；③观察患者全身症状、脉象等，在患者

开始治疗的第 1 周、第 4 周、第 8 周、第 12 周行疗效评价，

统计患者的起效时间。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 SS16.0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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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三才封髓方治疗早泄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146 例早泄患者， 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服用

赛乐特片； 研究组服用三才封髓方。 观察 12 周。 比较 2 组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 （ IELT） 、 夫妻性生活满意度、 药物起

效时间以及治疗后疗效。 结果： 治疗后 2 组 IELT 均显著大于治疗前，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 且治疗

后研究组患者 IELT 明显大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 2 组治疗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

治疗前，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 研究组治疗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

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 研究组在第 1 周起效例数显著少于对照组， 但在第 8 周开始起效的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1） 。 总有效率研究组 93.15%， 对照组 57.53%， 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 结论： 三才

封髓方治疗早泄患者虽然起效较慢， 但治疗后疗效好且持久。

［ 关键词］ 早泄； 封髓方； 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 IELT）
［ 中图分类号］ R256.55； R698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0256- 7415 （ 2015） 12- 0075- 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5.12.033

75· ·



新中医 2015 年 12 月第 47 卷第 12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December 2015 Vol.47 No.12

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3]

标准。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有明显改善；好转：

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有一定改善；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

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加重。
4.2 2 组治疗前后 IELT 比较 见表 1。治疗前 2 组阴道内射

精潜伏期相差不大，均在 1m in 左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2 组 IELT 均大于治疗前，与本组治疗前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IELT 大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表 1 2 组治疗前后 IELT 比较(x±s) mi n

4.3 2 组治疗前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比较 见表 2。治疗

前 2 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治疗前，与

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治疗

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表 2 2 组治疗前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比较(x±s) 分

4.4 2 组各时间段起效时间比较 见表 3。研究组在第 1 周起

效患者少于对照组，但在第 8 周开始起效的患者多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3 2 组各时间段起效时间比较 例(%)

4.5 2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见表 4。总有效率研究组93.15% ，

对照组 57.53%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 ①P ＜ 0.05

5 讨论

目前诊断早泄标准较多，但国内临床上判断早泄的两个

指标为阴茎插入阴道后的射精潜伏期和夫妻的性生活的满意

程度[4]。
本研究对 2 组治疗前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IELT)时间以及

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对比可以发现，研究组治疗后患者

IELT 明显大于对照组，研究组治疗后夫妻性生活满意度评分

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三才封髓方在治疗早泄患者上效果优于

西药。三才封髓方主要含有天冬、熟地黄、人参、黄柏、砂

仁、甘草等药，方中人参补脾益气，天冬能滋阴补肺生水。在

《医方集解》中曾记载道“此手足太阴少阴药也。天冬以补肺

生水，人参以补脾益气，熟地以补肾滋阴。以药有天、地、人

之名，而补亦在上、中、下之分，使天地位育，参赞居中，故

曰三才也”，表明三才封髓方能够有效地治疗早泄[5]。从本研

究对 2 组治疗间起效时间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研究组在第 1

周起效患者显著少于对照组，但在第 8 周开始起效的患者显

著多于对照组。表明西药治疗早泄起效较三才封髓配方更快，

而三才封髓方治疗早泄起效明显较慢，一般患者在连续服药 2

个月后临床症状才开始逐渐改善，但从治疗结束后对患者治疗

后疗效对比可以发现，研究组治疗后显效例数显著多于对照

组，总有效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服用三才封髓方患者

虽然起效较慢，但其最终治疗效果明显优于西药治疗。综上所

述，三才封髓方治疗早泄患者虽然起效较慢，但治疗后疗效更

好，且无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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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 值

P 值

n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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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1.03±0.42

0.97±0.38

0.905

0.367

治疗后

4.62±0.94

5.01±0.68

2.872

0.005

t 值

29.792

44.312

P 值

0.000

0.000

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 值

P 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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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治疗前

2.59±0.37

2.6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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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4.24±0.78

4.8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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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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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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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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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对照组

研究组

t 值

P 值

n
73

73

1 周

25(34.25)

8(10.96)

11.315

0.001

4 周

29(39.73)

18(24.66)

3.797

0.051

8 周

15(20.55)

40(54.79)

18.232

0.000

12 周

4(5.48)

7(9.59)

0.885

0.347

组 别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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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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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

16(21.92)

48(65.75)

有效

26(35.62)

20(27.40)

无效

31(42.47)

5(6.85)

总有效

42(57.53)①

68(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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