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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常见的风湿

性疾病，一般认为是一种遗传、感染等因素诱发机体的慢性、

自身免疫反应性疾病，好发于中老年女性，其临床症状表现多

样，以对称性的小关节肿痛、活动受限为主要表现，发作与缓

解交替，致残率高，若治疗不及时可发展为关节的僵硬畸形及

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RA 治疗目标为控制病

情进展及提高生活质量，对老年 RA 患者来说，提高生活质量

更为重要 [1]。临床上治疗 RA 的药物很多，甲氨蝶呤是当今治

疗 RA 效果最满意的改善病情抗风湿药，也是和其他药物联合

治疗的首选药物，但是单药治疗不能快速缓解患者的症状，起

效速度慢 [2]。火把花根片是来源于昆明山海棠提取的中成药，

但于昆明山海棠片在选药部位和制备工艺上有所不同，其具有

抗炎及抑制细胞和体液免疫等作用，起效迅速，能明显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火把花根片临床上可以单药使用，也常与甲氨

蝶呤联合使用来提高疗效，联合用药比例约为 60%[3]。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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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老年 RA 患者采用火把花根片与昆明山海棠片分别联合

甲氨蝶呤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6 月—2021 年 4 月在该院就诊的 120 例 RA

患者，男性 37 例，女性 83 例，年龄 50~75（61.86±3.32）岁，

病程 0.5~6（3.58±1.16）年。样本量计算方法采用预实验法。

将 RA 患者采用单纯随机分组方法，按符合纳入标准的观察

病例进入研究的先后顺序进行随机分组，分为观察组（n=60）

和对照组（n=60）。其中，观察组男性 15 例，女性 45 例，

年龄 50~74（60.65±3.38）岁，病程 0.5~5（3.22±1.35）年；

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50~75（61.14±3.15）岁，

病程 0.5~6（3.76±1.25）年。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 RA 诊断标准；②年龄 50 岁；③无

严重心肺疾病及糖尿病病史；④无相关药物过敏史；⑤患者

知情同意本研究。

排除标准：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合并心、肝、肾等

重要脏器损害者；③合并肿瘤、结核、艾滋病患者；④近期

接受抗风湿药治疗；⑤晚期、关节严重畸形的患者或先天手

关节发育异常的患者。

2.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昆明山海棠片（0.28g/ 片，云南植物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53020569），每天 3 次，每次 2 片，饭

后口服。观察组患者口服火把花根片（0.18g/ 片，重庆药研院

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27411），每天 3 次，每次 3~5 片，

饭后口服。两组均同时给予甲氨蝶呤片（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H31020644，规格 2.5mg），10mg，1 次 / 周。

两组均连续用药 3 个月。对已经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和激素的患

者则维持原剂量。两组研究期间均无病例脱落。

2.4 观察指标

2.4.1 关节活动范围评分

采用根据国际改良的 28 个关节疾病活动度评分（DAS28）

评分量表评价关节疾病的活动度，包括 28 个关节计分，

DAS28 2.6 分表明病情处于缓解期；2.6 分 <DAS28 3.2 分

为低疾病活动度；3.2 分 <DAS28 5.1 分为中等疾病活动度；

DAS28>5.1 分为高疾病活动度。

2.4.2 临床症状

由同一组医师组观察两组疗后晨僵时间、关节肿胀数和

关节疼痛数。

2.4.3 实验室指标

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C 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

降率（ESR）和类风湿因子（RF）水平。在治疗后采取两组

患者空腹静脉血 5mL，离心取上清，用速度散射比浊法检测

CRP 和 RF。用自然沉降法检测 ESR。试剂盒均购买于上海

酶联免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2.4.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治疗期间出现恶心、呕吐、转氨酶升高等不良

反应的发生情况。

2.5 疗效判定

DAS28 评分小于 2.6 分、ESR、CRP 水平恢复正常，临

床症状显著改善判定为显效；DAS28 评分、ESR、CRP 水平

均有一定程度降低，但未达正常范围，临床症状有所缓解判

定为有效；DAS28 评分、ESR、CRP 水平均无变化，临床症

状无改善或加重判定为无效。其中，总有效率公式：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本组例数

2.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SPS 20.0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期间无脱落病例。治疗后，与对照组总有效率

（73.33%）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88.33%），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n） 显效 / 例 有效 / 例 无效 / 例 总有效率 /%

对照组

（60）
15 29 16 73.33

观察组

（60）
27 26 7 88.33#

注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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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临床症状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症状（关节肿胀数和关节疼痛数）

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比较

组别
观察组（60 例） 对照组（60 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晨僵 82.25±20.68 35.75±13.31*# 92.33±22.69 54.17±15.46*

关节肿胀数 8.60±1.98 3.15±1.14*# 9.11±1.18 5.28±1.13*

关节疼痛数 10.05±2.01 3.55±1.05*# 9.17±2.33 5.44±1.62*

注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3 两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治疗后，CRP、ESR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

详见表 3。

表 3 两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试验组（60 例） 对照组（60 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ESR 76.40±18.45 41.70±7.40*# 82.00±17.50 58.78±10.69*

CRP 54.29±12.99 30.40±8.72*# 50.96±13.73 39.86±12.07*

RF 54.31±15.27 25.03±7.29*# 61.77±10.80 41.74±8.17*

注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疗期间，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3.33%，观察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3%，两组不良反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4。

表 4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胃肠道反应 肝酶升高 白细胞下降 皮疹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 5 4 1 23.33

治疗组 3 2 8.3#

注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4 讨论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类严重影响患者日常作息和行动的疾

病，在整体来看类风湿关节炎大多发生于女性，具有较明显

的性别特征，但是实际上在老年患者中罹患 RA 的人群来看

并没有性别差异，且患者无论男女症状都十分相似，即晨僵、

关节肿胀、关节疼痛以及相应的生化指标的变化，且在外显

症状上还包括肌肉痛、高热、手足水肿，同时在老年患者多

项并发症的影响下，很容易因为心血管、感染、肾功能、肝

功能等问题的交叉影响而危及生命，所以可以说类风湿关节

炎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是埋藏在身体内的“地雷”，一旦触发

就很容易导致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就目前来看，通过甲氨蝶呤与火把花根片结合的方式可

以有效地提高对老年 RA 患者的治疗效果。甲氨蝶呤一直是

在类风湿关节炎中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而火把花根片是一

味中药，其主要以雷公藤甲素、表儿茶素、雷公藤内酯酮等

有效成分组成 [4]，而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缓解炎症，达到较

好的镇痛效果，同时也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副作用，在患者的

病情控制之后停药不会发生依赖性和停药反应。所以可以说，

将甲氨蝶呤与火把花根片结合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但考

虑到火把花根片有性腺抑制的作用，所以其更适合在老年 RA

患者的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本研究可以得知，相对

甲氨蝶呤与昆明山海棠的药物组合来说，甲氨蝶呤与火把花

根片的联合更具疗效，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化指标，缓

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其不良反应也相较甲氨蝶呤与昆明山海

棠的药物组来说更小，对患者的治疗经过影响不大，患者可

以通过更持续的治疗得到较好的疗效，所以该方法具有很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

5 结论

综上所述，应用甲氨蝶呤和火把花根片的组合方式可有

效治疗老年类风湿关节炎，达到较好的缓解与治疗效果。目前，

该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已经得出结论，但是还需要长期的研究

与临床应用才能够明确其具体的效能，但就现有的研究结果

来看该方法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伟,逯卓卉,韦登明,等.老年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特征分析及中西

医结合治疗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6):1519-1521.

[2] 张懿.两种联合药物方案治疗老年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研究[J].中国

现代药物应用,2018,12(19):124-125.

[3] 钟清,甘华.甲氨喋呤与火把花根片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疗

效观察[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2,27(2):209-210.

[4] 葛俊德,黄娜娜,李晓骄阳,等.火把花根片“异病同治”红斑狼

疮和类风湿关节炎的功效网络与机制探讨[J].中草药,2020,51 

(16):4223-4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