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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探讨调神益智汤、 托莫西汀结合生物反馈对学龄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
order, ADHD) 患儿的临床应用价值。 选择秦皇岛市军工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9 年 7 月-2022 年 9 月收治的 96 例学龄期

ADHD 患儿,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48 例。 对照组给予托莫西汀结合生物反馈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调神益智汤治疗。 对比两组临床疗效、 治疗前后行为表现康复程度 (斯诺佩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筛查量表 (Swanso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SNAP-Ⅳ)、 Conners 父母用症状问卷 (Parental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 )、 神经递质因

子 (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NE)、 多巴胺 (Dopamine, DA)、 皮质酮 (corticosterone, Cor) )、 不良反应。 观

察组临床有效率 (95. 83%) 明显高于对照组 (77. 08%) (P<0. 05)。 将两组的 SNAP-Ⅳ、 PSQ、 NE、 DA、 Cor 在治

疗前就进行对比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治疗后观察组 SNAP -Ⅳ (13. 45. ± 4. 25) 分、 PSQ 评分

(19. 54±5. 21) 分低于对照组 (18. 12± 4. 32) 分、 (24. 32± 5. 68) 分, 而 NE (19. 84± 2. 89) ng / mL、 DA (6. 94±
1. 53) ng / mL、 Cor (374. 56±54. 29) nmol / L 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17. 44±2. 35) ng / mL、 (6. 34±1. 28) ng / mL、
(345. 68± 51. 25) nmol / L (P < 0. 0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疲劳、 胃肠道不适、 食欲减退), 分别为 8. 33%、
12. 50%,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调神益智汤、 托莫西汀结合生物反馈应用于学龄期 ADHD 患儿效果显

著, 可有效改善神经递质及患儿行为表现, 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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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iaoshen Yizhi Decoction, Tomoxetine combined with biofeedback in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 YUAN Chenghao1, LI Ming2, YANG Li2 et al / / (1. De-
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Qinhuangdao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
na; 2.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Beidaihe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iaoshen Yizhi Decoction, Combination of Tomoxetine and Biofeed-
back i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Ninety-six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DHD admitted to
the Rehabilitation Medical Department of Qinhuangdao Military Industry Hospital from July 2019to September 2022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8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omoxetine combined with biofeedback,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iaoshen Yizhi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 degree of
behavioral rehabilit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Swanso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 SNAP - IV), the Parental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 the neurotransmitter factors (norepinephrine (NE), dopamine (DA), corticosterone (Cor) ) and ad-
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77. 08%),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higher (95. 83%) (P< 0. 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NAP - Ⅳ、 PSQ、 NE、 DA、 Cor before treatment (P>
0. 05). After treatment, SNAP - Ⅳ (13. 45. ± 4. 25) and PSQ score (19. 54± 5. 2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8. 12± 4. 32) and (24. 32± 5. 68), while the levels of NE (19. 84± 2. 89) ng / mL, DA (6. 94±
1. 53) ng / mL, and Cor (374. 56± 54. 29) nmol / 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7. 44± 2. 35) ng /
mL, (6. 34± 1. 28) ng / mL (345. 68±51. 25) nmol / L (P<0. 0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 fatigue, gastroin-
testinal discomfort, and decreased appeti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8. 33% and 12. 50%,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 05). Tiaoshen Yizhi Decoction, Tomoxetine combined with biofeedback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chool-age children with ADHD,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neurotransmitter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and have high safety.
　 　 Keyword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School age; Tiaoshen Yizhi Decoction; Tomoxetine; Bio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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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是学龄前儿童最常

见的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疾病, 其发病原因与精神疾

病家族史、 围产期并发症存在密切关系[1]。 ADHD 患

儿多伴随着情绪异常、 注意力不集中症状, 若不及

时干预, 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严重, 并对其

学习及社交能力造成严重影响[2]。 临床治疗多采用以

药物为主的综合疗法, 托莫西汀属去甲肾上腺素再

摄取抑制剂, 可参与中枢神经机制, 改善 ADHD 症

状, 且安全性较高[3]; 生物反馈为常用非药物自律神

经技术, 根据电脑屏幕上视听觉反馈, 调节人脑电

波频率, 以提高神经元自我控制水平[4]。 但西医综合

治疗效果及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中医

药治疗 ADHD 疾病获得巨大进步, 中西结合治疗逐

渐成为流行趋势; 其中中药方剂因为使用方便、 疗

效确切, 应用日益广泛[5]。 但各医学家对于疾病遣方

用药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 目前尚未规范统一对症

汤剂。 调神益智汤由远志、 石菖蒲等中药组成, 具

有补肝益肾、 宁神益智功效, 对于肝肾阴虚证 ADHD
有着对症疗效[6]。 基于此, 本研究就调神益智汤、 托

莫西汀结合生物反馈对学龄期 ADHD 患儿的临床应

用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秦皇岛市军工医院康复医学科

2019 年 7 月~2022 年 9 月收治的 96 例学龄期 ADHD
患儿,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48 例。 观察组

男 29 例, 女 19 例; 年龄 6~12 岁 (9. 45±1. 25) 岁;
病程 7~28 月 (15. 64±3. 25) 月; 分型: 多动冲动 9
例; 注意缺陷 16 例, 混合 23 例; 对照组男 28 例,
女 20 例; 年龄 6 ~ 12 岁 (9. 37±1. 26) 岁; 病程 7 ~
26 月 (15. 43±3. 35) 月; 分型: 多动冲动 10 例; 注

意缺陷 14 例, 混合 24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均无

显著性 (P>0. 05)。 本研究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秦皇

岛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 (编号 2021111206)。
1. 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 《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早期识别、 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 [7] 中

烦躁、 自制力较差等症状, 且持续≥6 月。 中医诊断

标准: 《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儿童多动症 (修
订) 》 [8]肝肾阴虚的诊断中, 主要症状为多动难静、
记忆力差等, 五心烦热、 盗汗等是其次要症状。
1. 3　 纳入标准、 排除标准、 脱落标准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中医、 西医诊断标准; ②年龄范围 6 ~ 12
岁; ③患者家属了解具体情况, 并且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 ①患有精神疾病, 比如精神分裂、 存在

视觉障碍等相关的精神疾病者; ②合并严重心脑血

管、 肝肾功能疾病者; ③近期服用相关药物或对本

研究治疗不耐受者。 脱落标准: 未完成试验所有随

访者。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托莫西汀结合生物反馈

治疗, 托莫西汀 (山东朗诺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

字: H20213478), 首次剂量 0. 5mg / ( kg. d), 于早

餐后服用, 1 次 / d, 用药 7d 根据患儿病情加减剂量,
最大剂量≤1. 2mg / ( kg. d)。 生物反馈治疗: 选择

脑电生物反馈系统 (购自南京伟思科技, Infiniti
3000)。 治疗包括 4 个阶段, 分别为基线测试及训练

目标制定阶段 (总时长 2min)、 3 个治疗反馈阶段

(总时长 25min), 其中阶段 1 是将正、 负电极分别放

置于脑顶中央及耳垂, 采集 4~8Hz θ 波、 16~20Hz β
波、 12~15Hz SMR 波的脑电信息, 并设定训练目标;
阶段 2~4 包括注意力维持、 实时任务及视觉追踪训

练, 总治疗频率为 5 次 /周, 20 次 /月为 1 个疗程。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调神益智汤治疗。 其中

托莫西汀与生物反馈治疗同上述对照组一致。 调神

益智汤药方组成如下: 远志 6g, 石菖蒲 6g, 龟版

15g, 益智仁 15g, 枸杞子 10g, 当归 20g, 黄芪 12g,
龙眼肉 12g, 五味子 9g, 枣仁 9g。 辨证加减: 急躁

易怒, 加珠母 12g, 钩藤 10g, 夜寐不安者加夜交藤、
合欢皮各 10g, 五心烦热者加沙参、 麦冬、 生地各

10g。 以水煎服分早晚服用。 两组均连续治疗 3 月。
1. 3　 观察指标 　 (1) 临床疗效: 参照诊断标准制

定, 分为临床治愈 (烦躁易惹、 神思涣散、 注意力

不集中等症状基本消失, 且社会功能及适应能力基

本恢复)、 显效 (上述典型症状明显改善, 且社会功

能及适应能力基本恢复)、 有效 (上述典型症状好

转, 且社会功能及适应能力恢复但不稳定)、 无效

(上述典型症状、 社会功能及适应能力无改善甚或加

重,) 四个等级, 临床有效率= (临床治愈+显效+有
效) /该组总样本数∗100%。 (2) 行为表现康复程

度: 于治疗前、 治疗 3 月后, 选择斯诺佩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筛查量表 (Swanso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SNAP-Ⅳ) [9] 及 Conners 父母用症状问卷 ( Parental
Symptom Questionnaire, PSQ) [10]评估, SNAP-Ⅳ量表

由医护人员评估, 包括注意力不集中 (9 个条目)、
多动冲动 (9 个条目)、 对立违抗 (8 个条目), 每个

条目为 0~ 3 级评分, 总分 0 ~ 78 分, 分数越高表明

行为表现越严重。 PSQ 量表由父母评估, 该量表包

括品行、 学习、 心身、 冲动多动、 焦虑 6 个维度,
总计 48 个条目, 每个条目为 0 ~ 3 级评分, 总分 0 ~
144 分, 分数越高表明父母评行为表现越严重。 (3)
神经递质因子: 于治疗前、 治疗 3 月后评估, 采集

空腹 静 脉 血 液 5ml, 离 心 操 作 后 ( 3000r / min,
10min) 获取上层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试剂

盒购自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去甲肾上

腺素 ( Norepinephrine, NE )、 多 巴 胺 ( Dopamine,
DA)、 皮质酮 ( corticosterone, Cor) 水平。 (4) 不

良反应: 记录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事件, 常见事件

包括疲劳、 胃肠道不适、 食欲减退等。
1. 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3. 0 软件, 对数据进行

分析, 对独立样本进行 t 检验, 对组间以及组内数据

进行配对, 用 (x-±s) 表示, 利用 χ2检验对计量资料进

行检验, 用 (%) 表示, 存在显著性差异 (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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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两 组 临 床 疗 效 比 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 83%, 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 77. 08% (P<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48,n(%)]

分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临床疗效

观察组 24(50. 00) 20(41. 67) 2(4. 17) 2(4. 17) 46(95. 83)

对照组 10(20. 83) 19(39. 58) 8(16. 67) 11(22. 92) 37(77. 08)

2. 2　 两组行为表现康复程度比较 　 两组在治疗前

SNAP-IV 及 PSQ 评分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但在治疗后, 两组的 SNAP-IV 及 PSQ 评分

均显著下降 (P<0. 05), 且观察组比对照组低。 见表

2。

表 2　 两组行为表现康复程度比较(n=48,x-±s,分)

分组
SNAP-Ⅳ

治疗前 治疗后

PSQ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0. 25±5. 37 13. 45.±4. 25ab 48. 64±5. 77 19. 54±5. 21ab

对照组 30. 31±5. 26 18. 12±4. 32a 48. 53±5. 79 24. 32±5. 68a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 05, 与对照组比较,bP<0. 05

2. 3　 两组神经递质因子比较 　 两组在治疗前比较,
NE, DA, Cor 因子无显著性 (P>0. 05), 而在给药

后, 两组的 NE、 DA 和 Cor 含量都显著增高, 其中

NE、 DA 和 Cor 的含量较对照组显著增高 ( P <
0. 05)。 见表 3。

表 3　 两组神经递质因子比较(n=48,x-±s)

分组
NE(ng / mL)

治疗前 治疗后

DA(ng / mL)

治疗前 治疗后

Cor(nmol / L)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5. 23±2. 11 19. 84±2. 89ab 5. 14±1. 26 6. 94±1. 53ab 225. 67±34. 51 374. 56±54. 29ab

对照组 15. 26±2. 09 17. 44±2. 35a 5. 17±1. 14 6. 34±1. 28a 227. 41±32. 56 345. 68±51. 25a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 05, 与对照组比较,bP<0. 05

2.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 (疲 劳、 胃 肠 道 不 适、 食 欲 减 退 ), 分 别 为

8. 33%、 12. 50%, 对比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见表 4。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48,n(%)]

分组 疲劳 胃肠道不适 食欲减退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1(2. 08) 2(4. 17) 1(2. 08) 4(8. 33)

对照组 1(2. 08) 3(6. 25) 2(4. 17) 6(12. 50)

3　 讨　 论

明确疾病发病机制对于寻找治疗靶点及明确治

疗决策有着重要意义。 ADHD 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

明确, 临床认为该疾病是一种多因子参与的复杂性

疾病, 其发病与基因遗传、 大脑结构及功能异常、
家庭社会环境等存在密切相关性; 基于 ADHD 患儿

脑神经特征, 其发病与辅助执行功能及注意关键脑

区有关[11]。 临床治疗策略包括药物及非药物治疗,
托莫西汀及生物反馈为近年来常用治疗策略。 托莫

西汀属非中枢兴奋性药物, 其药理作用是通过抑制

NE 受体再摄取, 提高突触间隙中 NE 及前额叶皮质

DA 浓度, 继而改善患儿认知水平及主义缺陷[12]。 而

生物反馈干预治疗机理是通过脑电波信息反馈结果,
设置个性化目标, 训练参与者自我调节大脑活动,
继而增加儿童集中注意力, 该策略对于药物治疗无

明显反应儿童有着重大意义[13~14]。 刘文龙等人[15] 研

究显示, 托莫西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效果远优于单

纯生物反馈治疗。
中医将 ADHD 纳入 “健忘” “失聪” 等范畴,

认为其病机与小儿稚阴稚阳, 先天禀赋不足, 后天

调护不当导致阴阳偏颇, 阴虚阳亢, 阳动无制, 脏

腑功能失常, 主要病位为心肝脾肾; 而脑为元神之

府, 其产生与五脏化生有关, 故五脏失调导致脑元

神功能异常。 故临床以泻实补虚、 调和脏腑、 平衡

阴阳为基本原则辨证论治, 肝肾阴虚证应以滋阴潜

阳, 宁神益智为主[16]。 基于数据挖掘发现, 远志、
石菖蒲、 龙骨等药物为 ADHD 常用药物[17]。

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临床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 (P<0. 05)。 原因在于, 首先, 调神益智汤作为中

草药复方, 以远志、 石菖蒲、 益智仁为君, 起养心

舒脾、 调神益智之功, 龙骨起重镇安神之效; 龟版、
枸杞子、 枣仁、 当归起益肾健骨、 养阴生津、 补肝

养血之效, 肾精足则脑海充; 黄芪、 龙眼肉起健脾

益气; 共奏养血滋阴、 柔肝平肝之功[18]。 因此, 调

神益智汤有助于改善学龄期 ADHD 患儿的注意力缺

陷和多动症状。 其次, 调神益智汤和托莫西汀的联

合应用可以相互增强疗效。 托莫西汀作为一种选择

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可以通过增加血清素水平

来调节神经递质, 从而改善 ADHD 症状。 与此同时,
调神益智汤中的成分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对神经系

统产生调节作用, 与托莫西汀的机制互补, 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 最后, 生物反馈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

方法, 可以帮助患儿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注意力集

中程度。 观察组中采用了生物反馈技术, 通过监测

脑电波等生理指标, 让患儿意识到自身脑部活动的

变化, 并通过反馈信号来引导患儿调整自己的脑活

动状态。 这种综合治疗方案可以使患儿在认知和行

为层面上都得到改善, 从而提高治疗的有效率。 治

疗后, 观察组 SNAP-Ⅳ、 PSQ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 05)。 SNAP-Ⅳ是一种广泛应用于 ADHD 患儿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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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评估工具, 包括关注不足、 多动和冲动三个维度

的症状评分。 PSQ 是一种用于评估父母睡眠质量的

问卷, 而在 ADHD 患儿家庭中, 父母的睡眠质量通

常受到患儿症状的影响。 因此, 选择 SNAP -Ⅳ和

PSQ 作为评估指标, 能够全面了解患儿症状和家庭

负担的改变情况。 在观察组中, 结合了调神益智汤、
托莫西汀、 生物反馈技术开展治疗。 调神益智汤作

为中草药复方, 可能通过调节神经系统功能, 改善

患儿的注意力和行为问题。 托莫西汀作为一种药物

治疗 ADHD 的选择, 可以增加血清素水平, 改善神

经递质的平衡, 从而减轻症状。 生物反馈技术可以

帮助患儿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 通

过监测脑电波等生理指标, 并通过反馈信号引导患

儿调整脑活动状态, 生物反馈可以帮助患儿认识到

自身脑部活动的变化, 并学会自我调节。 这种综合

治疗方案可以在认知和行为层面上提供更全面的治

疗效果。 丁一芸等人[19] 研究报道, 中药联合生物反

馈干预可以提高临床疗效, 并对患儿行为表现发挥

显著作用。 治疗后观察组 NE、 DA、 Cor 因子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 (P<0. 05)。 NE 和 DA 是两种重要的

神经递质, 与注意力、 学习、 记忆等认知功能密切

相关。 在 ADHD 患儿中, NE 和 DA 的水平通常较低,
导致注意力和行为问题。 因此, 选择 NE 和 DA 作为

评估指标, 能够反映出患儿神经递质平衡的改变情

况。 Cor 是一种应激激素, 它与压力、 焦虑等不良情

绪状态密切相关。 在 ADHD 患儿中, 常常伴随有焦

虑、 情绪波动等问题。 因此, 选择 Cor 作为评估指

标, 可以反映出患儿心理状态的改善情况。 在观察

组中, 采用了调神益智汤和托莫西汀的联合治疗方

案, 结合生物反馈技术。 调神益智汤可能通过调节

神经系统功能, 改善神经递质的平衡, 提高 NE 和

DA 的水平。 托莫西汀作为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

抑制剂, 可以增加血清素水平, 进一步调节神经递

质的平衡。 生物反馈技术通过监测脑电波等生理指

标, 帮助患儿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和注意力集中程度。
观察组采用了调神益智汤、 托莫西汀、 生物反馈技

术综合治疗方案, 有助于恢复神经递质平衡, 改善

注意力和行为问题, 减少焦虑情绪, 为进一步探索

ADHD 治疗机制和提供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的

研究依据。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疲劳、 胃肠道不

适、 食欲减退), 分别为 8. 33%、 12. 50%, 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在 ADHD 治疗中, 药

物治疗通常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如疲劳、 胃

肠道不适、 食欲减退等。 在研究中, 会根据患儿的

年龄、 体重和疾病严重程度等因素, 精确计算出每

个患儿所需的药物剂量。 此外, 给药方式的选择也

可能会影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例如, 研究人员可

能会选择分次给药或减慢药物的释放速度, 以减少

胃肠道不适的发生。 因此, 通过观察不良反应率,
可以评估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说明联合用

药不易增加不良反应, 可能与中药汤剂应用可进一

步提高临床疗效, 降低托莫西汀用药剂量及大剂量

应用导致的不良反应有关[20]。 这一结果为 ADHD 患

儿的治疗提供了更安全、 有效的选择, 并为临床实

践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依据。
综上所述, 调神益智汤、 托莫西汀结合生物反

馈应用于学龄期 ADHD 患儿效果显著, 可有效改善

神经递质及患儿行为表现, 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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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补肾活血汤辅助 IVF-ET 对不孕患者卵巢
储备功能、 胚胎质量及妊娠率的影响

董惠民, 李宇燕, 周近宸, 宋建玲
(盐城市大丰中医院妇产科, 江苏 盐城 224100)

　 　 摘要: 目的: 探讨健脾补肾活血汤辅助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VF-ET) 对不孕患者卵巢储备功能、 胚胎质量及妊

娠率的影响。 方法: 选取医院 2019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 68 例不孕症患者,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均 34 例。 对照

组采用 IVF-ET 治疗, 观察组采用健脾补肾活血汤辅助 IVF-ET 治疗。 观察疗效, 对比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 卵巢

储备功能、 胚胎质量及妊娠情况。 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总有效率升高 (P<0. 05); 治疗后, 观察组较对照组中医证

候积分降低 (P<0. 05); 治疗后, 观察组较对照组卵泡最大直径、 子宫内膜厚度均升高, 卵巢体积降低 (P<0. 05);
观察组较对照组可用胚胎数、 优质胚胎数均升高 (P<0. 05); 观察组较对照组生化妊娠率、 临床妊娠率均升高 (P<
0. 05)。 结论: 健脾补肾活血汤辅助 IVF-ET 治疗不孕症的疗效显著, 能缓解患者症状, 改善卵巢储备功能, 提高胚胎

质量及妊娠率。
　 　 关键词: 不孕症; 健脾补肾活血汤;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卵巢储备功能; 胚胎质量; 妊娠

　 　 中图分类号: R 271. 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 (2024) 05-0148-04
　 　 Effects of IVF-ET assisted with Jianpi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on ovarian reserve function, embryo quality and
pregnancy rate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 DONG Huimin, LI Yuyan, ZHOU Jinchen, et al / / (Yancheng Dafeng Obstetrics and Gy-
necology Department of Dafe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ancheng Jiangsu 224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 IVF-ET) assisted with Jianpi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on ovarian reserve function, embryo quality and pregnancy rate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8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 in the hospital were enrolled between November 2019and November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IVF-ET) and observation group (Jianpi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 IVF-ET), 34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urative effect was observed. The scores of TCM syndromes, ovarian reserve function, embryo quality and pregnancy statu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 05). After treatment,
scores of syndrom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 05). The maximum follicle diameter and
endometrial thicknes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hile ovarian volume was small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 05).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embryos, high-quality embryos biochemical pregnancy rate and clinical preg-
nancy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ore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 05). Conclusi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IVF-ET assis-
ted with Jianpi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is significant in infertility patients, which can alleviate symptoms, improve ovarian re-
serve function, embryo quality and pregnancy rate.
　 　 Keywords: Barrenness; Jianpi Bushen Huoxue Decocti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Ovarian reserve function;
Embryo quality; Pregnancy

　 　 不孕症属于生殖健康疾病, 病因复杂, 主要与

免疫性因素、 排卵障碍及输卵管功能异常等有关,
对患者心理及生理健康造成了影响[1]。 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 (IVF-ET) 是现阶段临床治疗不孕症的人工

辅助助孕技术, 但受卵巢功能、 子宫内膜容忍性和

激素等因素影响, 妊娠率仅为 30% ~50% [2]。 提高卵

巢功能及胚胎质量对提高 IVF-ET 妊娠率具有重要的

价值。 中医理论认为不孕与肾、 脾等脏腑有关, 肾

脾水土乃生殖之本, 肾气未盛, 肾精耗损, 天癸渐

竭, 冲任虚衰; 脾失健运, 气血化生不足, 气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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