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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莲子饮加减治疗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的疗效观察 

刘俊平 

（山西省汾阳医院 肾病内科  山西汾阳  032200） 

【摘  要】目的：探讨治疗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时使用清心莲子饮加减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本研究将90例在我院接受治疗

的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患者为观察对象，时间为2021年9月-2022年9月。数据分组参考数表法原则，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45例。其中，对照组接受口服敏感抗生素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清心莲子饮加减治疗，对两组治疗的效果进

行分析。结果：治疗前观察组的尿蛋白细胞数与对照组对比并无明显的差异；治疗后观察组的尿蛋白细胞数和对照组对

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尿红细胞数和对照组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前的

中医证候积分和对照组对比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中医证候积分和对照组对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前的尿液细菌数和对照组对比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尿液细菌数和对照

组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给予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患者在传统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清心莲子饮加减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降低复发率，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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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reating female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In this study，90 female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observed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There were 45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mong addition，the control group analyzed the effect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urinary protein cel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o compariso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lack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e uri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of women with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and have high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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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路感染指的是产生尿液且将其往外系统排出。细菌进

入到泌尿系统时通常会产生尿路系统感染[1]。通常情况下，性

活跃的中青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尿路感染，因为女性直肠更接

近尿道口，因而感染发生率较高。发病时通常表现为尿急、

尿痛、尿频等，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且大约 20%~30%的患

者治疗后反复发作[2]。尿路感染治疗期间，抗生素具有良好的

效果，成本低，且操作简单[3]。但是若不合理使用抗生素，无

法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且复发率较高，耐药菌株增加[4]。因

此，近年来中医学不断发展，我院探讨了清心莲子饮加减应

用在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的效果，具体的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将 90 例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

感染患者为观察对象，时间为 2021 年 9 月-2022 年 9 月。

数据分组参考数表法原则，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5 例。对照

组年龄区间 36~64 岁，平均（45.23±3.58）岁；病程 3~9

年，平均（5.63±1.21）年。观察组年龄区间 34~66 岁，平

均（46.34±3.54）岁；病程 3~10 年，平均（5.86±1.38）年。

两组资料对比结果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西医诊断标准：整个清洁中段尿细菌定量培养，菌落数

不低于 105/ml；离心中段尿沉淀白细胞数量在 10 个/HFP 以

上，或者有尿路感染的症状；真性细菌鸟；白细胞酯酶或硝

酸盐还原试验结果为阳性。一年内至少反复发作 3 次，或者

半年发作 2 次。 

中医诊断标准：淋证诊断标准为：小便频数短涩、滴沥

刺痛、小腹拘急；劳淋表现为：心悸气短、干涉干燥、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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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梦、缠绵难愈等。 

中医辨证标准：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尿急、尿痛、困倦

乏力、心悸气短。次要症状表现为小便黄赤、口干舌燥、舌

尖红、时发时止，遇劳时加重。女性反复发作性时，尿路感

染中医辨证多为膀胱湿热证和气阴两虚，主证至少符合 3

项；或主证 2 项兼次症 2 项，则可以确诊为中医证型。 

中医证候积分：以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为基础，

对中医症状评分进行计算。其中，主证每项按照无、轻、中

及重分别计 0 分、2 分、4 分、6 分，次症则按照无、轻、

中及重分别计 0 分、1 分、2 分、3 分，若治疗后改善明显，

计 0 分；治疗后好转不明显，计 1 分。 

纳入标准：和西医学中关于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有关的

标准相符；符合膀胱湿热型劳淋和气阴两虚中医诊断标准；

女性。排除标准：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梗阻性肾病、

合并其他慢性器质性疾病；依从性不高或无法长期用药；合

并精神疾病；合并泌尿系统解剖结构异常的反复发作性尿路

感染。 

1.2 方法 

对照组治疗时给其口服敏感抗生素，治疗时用温水口服

盐酸莫西沙星片，每次 1 片，每日 1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联合清心莲子饮加减治疗，主要药方为茯苓 30g、白茅

根 30g、生黄芪 25g、车前子 15g（包煎）、地骨皮 15g、党

参 15g、白花蛇舌草 15g、黄芩 15g、柴胡 15g、蒲公英 15g、

麦冬 15g、土茯苓 15g、山药 15g、甘草 10g、石莲子 10g。

用凉水浸泡半小时后煎煮 2 次，留汁 400ml，早晚餐后各服

用一半。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观察两组尿蛋白细胞数、尿红细胞数、中医证候积分、

尿液细菌数总有效率及复发率。其中，总有效率评估标准为：

痊愈：治疗后 1 年内不在发作，无明显临床症状；有效：治

疗后 1 年内发作不超过 1 次，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无效：治

疗后反复发作，病情改善不明显。总有效率=[（痊愈例数+

有效例数）]×100%[5]。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4.0 对两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计数资

料可用率（%）表示；计量资料可用（ sx  ）表示。P＜

0.05 表达两组对比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尿蛋白细胞数 

治疗前观察组的尿蛋白细胞数与对照组对比并无明显

的差异；治疗后观察组的尿蛋白细胞数和对照组对比差异明

显，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尿红细胞数 

观察组治疗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尿红细胞数和对照组对

比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尿蛋白细胞数（ sx  ，u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258.94±13.89 18.70±4.46

观察组 45 257.63±12.98 13.25±4.71

t 值 - 0.182 0.234 

P 值 - 0，068 0.047 

表 2  对比两组尿红细胞数（ sx  ，u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41.74±4.32 15.34±2.12

观察组 45 40.28±3.19 13.47±1.85

t 值 - 0.657 1.704 

P 值 - 0.063 0.053 

2.3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 

观察组治疗前的中医证候积分和对照组对比差异不大，

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中医证候积分和对照组对比

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30.56±8.60 18.57±4.62

观察组 45 31.28±7.89 10.29±3.41

t 值 - 0.161 3.486 

P 值 - 0.057 0.000 

2.4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尿液细菌数 

观察组治疗前的尿液细菌数和对照组对比无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的尿液细菌数和对照组对比差

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4。 

表 4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尿液细菌数（ sx  ，cfu）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246.73±26.24 189.67±30.41 

观察组 45 245.80±25.69 103.24±29.73 

t 值 - 0.068 5.455 

P 值 - 0.054 0.000 

2.5 对比两组总有效率与复发率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

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5。 

表 5  对比两组总有效率与复发率[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率

对照组 45 20 17 8 37（82.22）9（20.00）

观察组 45 32 12 1 44（97.78）2（4.44）

 2x 值 -    6.049 5.075 

P 值 -    0.014 0.024 

3 讨论 

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发病的原因较多，常见的有机体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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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力降低、不恰当用药、尿液反流、神经源性旁观、遗传等，

原因复杂多样。大部分女性绝经后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尿

道上皮凋亡，腺体萎缩，导致损伤修复能力降低，且阴道内

的 pH 值处于升高趋势，阴道内的病原菌过度生长和定殖，

导致泌尿系统周围的组织存在松弛的情况，全身和免疫力降

低，增加了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复发率较高，临床上突出表

现为尿痛、尿急、腹部酸痛等[6]。根据现代医学可知，治疗

时以口服敏感抗生素为主，但是对反复发作患者而言治疗效

果不理想。 

中医学将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纳入“劳淋”范畴，

临床上突出表现为乏力、不耐劳累、难愈，大部分表现为久

淋不愈、肾病及脾、苦寒伤正，又或者表现为正气不足、气

阴耗伤导致疾病缠绵难愈，病情反复发作，以正虚邪实为根

本发病机制[7]。众所周知，邪气伤正，但正虚容易导致外斜

感染，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因而疾病治愈难度较大。治疗时

要侧重于清补并用，且监制标本，因此侧重点在于益气养阴、

交通心肾。但是，清热利湿时需要避免过于苦燥，避免伤阴。

同时，还需要避免补益较过，避免闭门留寇。 

清心莲子饮源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可用于治疗小

便白浊或遗沥涩痛，且被广泛应用在治疗肾脏疾病[8]。大量

研究提出，清心莲子饮加减可用于治疗通风性肾病、糖尿病、

肾病综合征等，其属于中医气阴两虚症，其中女性反复发作

性尿路感染的常见表现为“遗沥涩痛，便赤如血”[9]。药方

中的石莲子和黄芩主要功效为益脾阴、秘精微、清未尽之火，

具有解毒的功效，利小便、交通心肾；炙黄芪具有补中健脾、

固表益卫的功效、三者合用，具有益气养阴、固本扶正的效

果；地骨皮具有凉血止血和皮滋阴清热的效果，下滋肾水达

到壮水之下源的功效、熟地黄具有补肾滋阴的效果、枸杞子

具有养血益精的效果，合用可以弥补麦冬在滋阴液方面的不

足；车前子和茯苓具有利湿清热的效果，疏通小便，益于肝

肾；墨旱莲、白茅根具有止血凉血的效果；土茯苓、蒲公英、

蛇舌草具有清热利湿的效果；山药具有固肾健脾的效果；少

佐柴胡，升阳举馅，不仅可以固气，还可以清肝胆热气；甘

草辅助黄芩具有补脾益气和调和药物的效果；药方中侧重于

气阴两虚治疗，还可荡涤湿热毒邪，因此标本兼顾[10]。而现

代中药药理学表表明，益气养阴等补益中药可以促进外周白

细胞升高，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增加，从而促进机

体局部和全身免疫功能不断提高。因此，治疗后发现观察组

的尿蛋白细胞数降低、尿红细胞数降低、中医证候积分降低、

尿液细菌数减少、总有效率高、复发率低，和对照组对比均

有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清心莲子饮加减治疗

的效果更好。 

综上，女性反复发作性尿路感染治疗期间，给予其清心

莲子饮加减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降低反复发作发生率，可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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