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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五苓糖浆结合益生菌对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效果

柳洁

（南阳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南阳　 ４７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茵陈五苓糖浆结合益生菌对新生儿黄疸临床症状改善及康复进程的影响。 方法 以 １２５ 例

新生儿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对照组 ６２ 例，予以常规治疗及益生菌治疗；观察

组 ６３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用茵陈五苓糖浆。 比较两组的症状康复进程、血清胆红素水平改善情况、肝
脏代谢功能、炎症反应变化情况及用药安全性。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皮肤黄染消退时间、退热时间、胃肠不

适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 ３ ｄ、７ ｄ 后，ＴＢＩＬ、间接胆红素、
ＡＬＴ、γ⁃ＧＴ、ＡＬＰ、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 的水平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组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茵陈五苓糖浆结合益生菌能加快新生儿黄疸的康复进程，有
效降低胆红素水平，促进肝脏代谢功能恢复，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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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黄疸在足月产儿中十分常见，根据病因

不同临床主要分为生理性黄疸、病理性黄疸两种类

型，前者一般是由新生儿自身代谢功能障碍引起，后
者发病与肝脏代谢功能异常及其相关的胆红素、胆
汁排泄异常等原因相关。 目前，针对此类患儿，西医

多以明确病因及对症支持为主要治疗原则，予以服

用益生菌制剂，这对调节肠道菌群、促使胆红素氧化

排出均有积极作用［１］。 有研究［２］ 结果表明，传统西

药治疗的效果可受多种因素影响，患儿临床获益存

在个体差异。 此病在中医里属“胎疸” “胎黄”等范

畴，归经于肝胆与脾胃，发病机理考虑与母体湿热内

盛相关，针对此类患儿应施以清热利湿之治法［３］。
茵陈五苓糖浆为一种中药制剂，可用于清热祛湿、顺
气降逆［４］。 本研究旨在分析茵陈五苓糖浆结合益生

菌对新生儿黄疸临床症状及康复进程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南阳市中心医院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收治的 １２５ 例新生儿黄疸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６３ 例和对照组 ６２ 例。 观察组

男 ３３ 例，女 ３０ 例；日龄 ５ ～ ３０ ｄ，平均（１７．４±２．５）ｄ；
体质量 ２～４ ｋｇ，平均（３．１±０．３）ｋｇ；黄疸指数［５］ １８ ～
２２ ｍｇ ／ ｄＬ，平均（２０．３±５．１）ｍｇ ／ ｄＬ。 对照组男 ３２ 例，
女 ３１ 例；日龄 ７～２８ ｄ，平均（１７．６±２．３）ｄ；体质量 ３～
４ ｋｇ，平均（３．５３±０．２）ｋｇ；黄疸指数 １９～２１ ｍｇ ／ ｄＬ，平
均（２０．３±５．３）ｍｇ ／ ｄＬ。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已获得南阳市

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Ｔ６３７３）。
纳入标准：①符合新生儿黄疸诊断要点［６］；②首

次测得黄疸指数＞１５ ｍｇ ／ ｄＬ；③孕周满 ３７ 周的足月

产儿；④家属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感染性疾病；②出生后经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７ 分；③存在先天性免疫缺

陷；④有昏迷、休克症状。

１．２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及益生菌治疗。 ①予以常

规保温、营养支持并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 ②在

蓝光箱内接受蓝光照射治疗，单次连续照射时间需

不少于 ６ ｈ 但不超过 ２４ ｈ，可根据黄疸恢复情况动态

调整。 ③予以服用苯巴比妥片（甘肃省西峰制药，国
药准字：Ｈ６２０２０３７６），每次按照 ２．５ ｍｇ ／ ｋｇ 的剂量服

用，每日 ２ 次。 ④予以服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杭
州远大生物制药，国药准字：Ｓ２００６００１０），每次服用

０．２５ ｇ，每日 ２ 次。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

应用茵陈五苓糖浆 （湖南康寿制药，国药准字：
Ｚ４３０２０４５５）配合治疗，每次服用 ２．５ ｍＬ，每日 ３ 次。
两组均连续治疗 ７ ｄ 后评估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记录并对比两组的皮肤黄染消退时间、退热

时间、胃肠不适恢复时间、住院时间。 ②于治疗开始

前 ２４ ｈ 内、治疗 ３ ｄ 后、治疗 ７ ｄ 后分别采集两组患

儿外周静脉血作抗凝处理，以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速度离

心 ５ ｍｉｎ 后，将血清样本送入 ＡＵ５８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中检测并对比血

清胆红素水平，检测指标包括直接胆红素（ＴＢＩＬ）、间
接胆红素 （ ＩＢＩＬ），检测方法为酶联免疫吸附法。
③于治疗开始前 ２４ ｈ 内、治疗 ７ ｄ 后分别检测并对

比两组患儿的肝脏代谢功能、血清炎症因子变化情

况，检测样本、设备及方法同上，肝脏代谢功能指标

包括谷丙转氨酶（ＡＬＴ）、γ⁃谷氨酰转肽酶（γ⁃ＧＴ）、碱
性磷酸酶（ＡＬＰ）；炎症因子包括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白细胞介素⁃６ （ 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α （ ＴＮＦ⁃α）。
④治疗结束后，统计并对比两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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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样本

量 ｎ、样本量占比（%）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

以（�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康复进程

治疗后，观察组的黄染消退时间、退热时间、胃

肠不适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两组康复进程比较

组别 ｎ ／例 黄染消退时间 ／ ｄ 退热时间 ／ ｄ 胃肠不适恢复时间 ／ ｄ 住院时间 ／ ｄ

观察组 ６３ ２．２５±０．３６ １．２７±０．４４ ２．０５±０．３６ ７．１７±２．３３

对照组 ６２ ３．８８±１．４６ ２．７５±０．８２ ３．２４±１．０６ １０．２８±３．３１

ｔ ８．６００ １２．６０１ ８．４３１ ６．０８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血清胆红素水平

治疗前，两组的血清胆红素水平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治疗 ３ ｄ 后、７ ｄ 后，观察组的 ＴＢＩＬ、ＩＢＩＬ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

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两组血清胆红素水平比较

组别 ｎ ／例
ＴＢＩＬ ／ （μｍｏｌ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３ ｄ 后 治疗 ７ ｄ 后

ＩＢＩＬ ／ （μｍｏｌ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３ ｄ 后 治疗 ７ ｄ 后

观察组 ６３ ２３１．４４±２０．６１ １６２．４４±２０．７６∗ １２５．３３±１０．４９∗ ２４１．７６±２０．４６ １７０．３３±２０．３８∗ １３２．４４±１０．４６∗

对照组 ６２ ２３２．３３±２０．４５ １７８．４５±２０．１６∗ １３２．３３±１０．１９∗ ２４０．３３±２０．５５ １８４．３６±２０．７７∗ １４０．３５±１０．２７∗

ｔ ０．２４２ ４．３７３ ３．７８４ ０．３９０ ３．８１２ ４．２６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肝脏代谢功能

治疗前，两组的肝脏代谢功能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ＡＬＴ、γ⁃ＧＴ、ＡＬＰ 的水平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两组肝脏代谢功能比较

组别 ｎ ／例
ＡＬＴ ／ （Ｕ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γ⁃ＧＴ ／ （Ｕ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ＡＬＰ ／ （Ｕ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观察组 ６３ ５０．２５±５．１８ ３３．２５±５．１７∗ ８０．４４±１０．２７ ５０．２５±１０．３６∗ １８２．４４±２０．６１ １４０．３３±１０．４７∗

对照组 ６２ ５０．３３±５．２２ ３６．４４±５．２８∗ ８０．３５±１０．３６ ５６．６３±１０．４８∗ １８３．１５±２０．４４ １４７．７２±１０．３５∗

ｔ ０．０８６ ３．４１３ ０．０４９ ３．４２３ ０．１９３ ３．９６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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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炎症因子

治疗 前， 两 组 的 炎 症 因 子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 的水平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两组炎症因子比较

组别 ｎ ／例
ＣＲＰ ／ （ｍｇ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ＩＬ⁃６ ／ （ｎｇ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ＴＮＦ⁃α ／ （ｎｇ ／ Ｌ）

治疗前 治疗 ７ ｄ 后

观察组 ６３ ２０．３５±５．１７ ７．３３±２．１２∗ ２５．４５±５．１７ １０．２５±３．４４∗ ２８．７７±５．３５ １１．３５±３．４２∗

对照组 ６２ ２０．２６±５．３３ ８．７５±２．０７∗ ２５．３３±５．２１ １２．２７±３．１１∗ ２８．１６±５．４１ １３．３９±３．０６∗

ｔ ０．０９６ ３．７８８ ０．１２９ ３．４４２ ０．６３４ ３．５１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用药安全性

治疗后，两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两组用药安全性比较

组别 ｎ ／例 面部潮红 ／例 恶心呕吐 ／例 皮疹过敏 ／例 腹胀腹泻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 %

观察组 ６３ ２ １ ２ １ ９．５２

对照组 ６２ ０ ２ ２ １ ８．０６

χ２ ０．１３３

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新生儿黄疸为一种因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后，

引发皮肤、巩膜及其他脏器出现黄染的常见疾病。

相关研究［８－９］ 结果显示，临床约有 ６０%的足月产儿

及 ８０%的早产儿可在出生后 ２ ～ ５ ｄ 发生生理性黄

疸，且黄疸程度存在一定的个体性差异，考虑与患儿

的种族、所处地区及母体喂养方式等密切相关。 除

局部黄染外，此类患儿临床可伴有嗜睡、拒奶，甚至

肢体抽搐表现，症状多以发热、恶心呕吐、腹胀腹泻

等胃肠道不适为主［１０］。 目前，临床会在明确患儿黄

疸类型及病因基础上予以对症支持，光疗及药物治

疗均为常见治疗手段。 有研究［１２］ 结果表明，新生儿

黄疸发病多与肠道内 β 葡萄糖醛酸酶活性增强、肠
道菌群失衡以及自身肝脏代谢功能尚未发育成熟等

机制相关［１１］。 合理应用益生菌对促进肠道功能恢

复并促使胆红素氧化排出有重要作用。

中医认为，新生儿黄疸与母体湿热至胎体相关，

除予以常规西药改善临床症状外，还应基于中医辨

证施治原则施以清热利湿、顺气降逆等治法［１３］。 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的各症状缓解时间及

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提示在常规蓝光及益生菌

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茵陈五苓糖浆可加快患儿康

复进程。 茵陈五苓糖浆为一种中成药，由茵陈、茯

苓、猪苓、泽泻、桂枝及苍术等多味中药制成，其中茵

陈为君药，此药归脾、胃、肝、胆经，为清利湿热、利胆

退黄之要药。 现代药理研究［１４］ 结果表明，茵陈可通

过上调胆囊中酪氨酸激酶受体表达而促进胆囊收

缩，还可通过诱导肝酶系统而增强肝脏对胆红素的

摄取、结合及排泄能力。 齐玉敏等［１５］ 通过应用茵陈

五苓糖浆辅助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后，治疗组

的 ＴＢＩＬ、ＩＢＩＬ 均低于对照组，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茵陈除具有利胆作用外，还被证实具有一定保肝效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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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肝脏代谢功能尚未发育成熟为新生儿胆红素代

谢异常、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且诱发黄染的重要原

因［１６］。 茵陈中含有绿原酸成分，能通过调节线粒体

功能而抑制高水平脂多糖诱导的肝功能损伤，还可

通过抑制促氧化因子活性而增强肝脏的抗氧化

力［１７］。 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 ＡＬＴ、γ⁃ＧＴ 及 ＡＬＰ
的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张井虹等［１８］ 通过应用茵陈

五苓散治疗黄疸湿重患者后的结果显示，治疗组

ＡＬＴ、γ⁃ＧＴ 及 ＡＬＰ 的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 另有研究［１９］ 结果表明，茵陈通过抑制

Ｔｏｌｌ 样受体 ４⁃髓样分化因子 ８８⁃核转录因子⁃κＢ 信号

通路缓解肝纤维化进程，可通过一定抗炎机制产生

保肝作用。 故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ＣＲＰ、ＩＬ⁃６、
ＴＮＦ⁃α 的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本研究中，两组治疗

后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提示

茵陈五苓糖浆这一中药制剂辅助益生菌治疗新生儿

黄疸的安全性较高。

４　 结论
茵陈五苓糖浆结合益生菌能有效促进新生儿黄

疸的临床症状恢复并加快康复进程，对改善肝功能、
抑制炎症反应均有积极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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