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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汤治疗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证的临床研究 
敖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中蒙医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  021400) 

摘要:目的：探讨应用四君子汤治疗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证的效果。方法：选取符合研究目的的 400 例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原则分成观

察组、对照组各 200 例。对照组口服消食健脾丸治疗 4 周，观察组口服四君子汤治疗 4 周。比较在各组经治疗前后中药症候积分、临床疗

效，此外记录不良反应以及随访 6 个月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 4 周的中医症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总

有效率 94.00%高于对照组 87.00%（P＜0.05）；不良反应率组间差异。结论：对于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证患者，应用四君子汤治疗可取得

良好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相关症状体征，减少复发。 

关键词: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证；四君子汤；临床疗效 

 

脾胃气虚证作为中医内科疾病的常见证候之一，在现代社会中

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1]。脾胃气虚证的特征是脾胃功能减弱，气

虚不足，常表现为食欲不振、腹胀、便溏、乏力等症状。对于这种

疾病，传统的西医治疗存在局限性，往往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无法

从根本上改善病情[2]。在中医药领域中，四君子汤作为常用的经典

方剂，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脾胃气虚证。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

苓和甘草组成，具有补脾益气、健脾养胃的功效[3]。通过调整脾胃

功能，增强体内的气血运行，四君子汤可达到治疗脾胃气虚证的作

用。然而，对于四君子汤治疗的真实临床效果，仍需要更多的科学

研究支持[4]。本研究探究四君子汤治疗脾胃气虚证的临床效果，以

期提高患者脾胃气虚证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在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所接收的 400 例中医内科疾病

脾胃气虚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原则，分成观察组、对照组各 200

例。观察组男 124 例，女 76 例；年龄 35～45 岁，平均（38.02±2.47）

岁。对照组男 120 例，女 80 例；年龄 35～45 岁，平均（37.96±2.51）

岁。两组的基线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纳入标准：

①均符合《实用中医内科学》[5]关于脾胃气虚证的标准；②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具备完整的临床资料；③可耐受相关药物治疗；④患

者及家属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

疾病者；②严重精神疾病或传染疾病的患者；③中途转院或者退出

者；④治疗期间使用可对疗效产生直接影响药物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应用消食健脾丸（云南望

子隆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53020616，规格 9g*10s/盒）口服，

一次 1 丸，一日 3 次，持续治疗 4 周。观察组则采取四君子汤治疗，

组方如下：人参 10g、白术 30g、茯苓 15g、炙甘草 10g。以上药物

均是加入 500mml 水煎至 300ml，分早晚两次温服，1 剂/d，每次口

服 150ml 药液，持续用药 4 周。 

1.3 观察指标 

中医症候积分。所有患者均是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试行）》[6]对主要症候食欲不振、胃脘腹胀、神疲肢倦三项主

症进行评分，各个症候均按照无、轻度、中度、重度分别对应评分

为 0 分、2 分、4 分、6 分。（2）临床疗效。以中医症候积分的变化

作为评价疗效的依据，基本痊愈：中医症候积分较治疗前降低＞

90%；显效：症候积分较治疗前降低 46%～90%；有效：症候积分

较治疗前降低 18～45%；无效：症候积分较治疗前降低＜18%。治

疗总有效率=（基本痊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3）不

良反应、复发。针对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统计，主要包括恶心呕吐、

头晕、乏力。此外患者均在疗程结束随访 6 个月，统计各组复发情

况。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1.0 软件做统计学结果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 ）

表示，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使用 X2 检验，以 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医症候积分 

治疗前，两组在中医症候积分各主症评分，组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在治疗 4 周患者的中医症候积分均低于治疗前，

且观察组得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的中医症候积分变化比较（分， sx ± ） 

食欲不振 胃脘腹胀 神疲肢倦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 4 周 治疗前 治疗 4 周 治疗前 治疗 4 周 

观察组 200 3.86±0.88 1.42±0.31* 4.13±0.69 1.25±0.26* 4.03±0.66 1.43±0.28* 

对照组 200 3.91±0.87 1.91±0.45* 4.06±0.71 1.87±0.37* 4.06±0.68 1.91±0.36* 

t  0.812 15.399 1.394 23.697 0.623 18.856 

P  0.416 ＜0.001 0.164 ＜0.001 0.533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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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在治疗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n 基本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200 81（40.50） 85（42.50） 22（11.00） 12（6.00） 188（94.00） 

对照组 200 40（20.00） 84（42.00） 50（25.00） 26（13.00） 174（87.00） 

X2      5.699 

P      0.017 

2.3 不良反应、复发 

两组的不良反应无显著差异（P＞0.05），观察组的复发率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对比[n（%）] 

不良反应 
组别 n 

恶心呕吐 头晕 乏力 总发生 
复发 

观察组 200 4（2.00） 2（1.00） 2（1.00） 8（4.00） 5（2.50） 

对照组 200 3（1.50） 3（1.50） 1（0.50） 7（3.50） 17（8.50） 

X2     0.069 6.926 

P     0.792 0.008 

3 讨论 

中医理论中，脾胃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器官，对于形成人体

的气血、营养和精力具有重要作用。脾胃气虚证的主要特点是脾胃

功能减弱，气血不足，出现一系列消化障碍和身体虚弱的症状。脾

胃气虚证的病因主要包括饮食不节、情志失常、过度劳累、久病及

年老体弱等。这些原因导致人体脾胃功能减弱，无法正常运化水谷

精微，进而引起气血不足，形成脾胃气虚证[7]。脾胃气虚证的临床

表现主要包括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便溏、乏力倦怠、食物不

得消化等症状。患者常常感觉怕冷、舌淡、脉虚弱无力等。一般来

说，脾胃气虚证以症状轻微、缓慢起病、病程较长为特点。而中医

对于脾胃气虚证的治疗主要以益气健脾为基本原则，具体的治疗方

法包括调理饮食、药物治疗和中医辨证施治等。 

本次研究中，对比常规治疗方法与四君子汤对中医内科疾病脾

胃气虚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在治疗 4 周的各项主症的中医症候

积分均较治疗前提高，而观察组症候积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在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这说明以四君子汤为方法治疗中医内

科疾病脾胃气虚证的效果满意，改善患者症状体征。人参是四君子

汤中的君药，具有补气养血、益精安神、增强免疫力等作用，人参

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体力和精力，改善疲劳、乏力等症

状。白术是四君子汤中的臣药，具有健脾益气、消食化湿的功效，

它可以增加胃肠蠕动，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缓解脾胃气虚所导致

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胀等症状。茯苓是四君子汤中的佐药，

具有利水渗湿、健脾益气的作用，它可以增加尿量，促进体内湿气

的排出，改善水肿、腹泻等症状。同时，茯苓还能增强脾胃的消化

和吸收功能。炙甘草也是四君子汤中的佐药，具有调和药性、增强

药效的作用，它可以改善药物的气味和口感，同时具有解热、镇痛、

抗炎、润肺等功效。四君子汤的组成草药，相互配伍，协同作用，

能够有效地调理脾胃功能，改善消化不良和乏力等症状，从而促进

身体的健康恢复[8]。同时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表明，四君子汤的主要

成分中，人参具有提高免疫功能、增加机体抗氧化能力、增加心肌

血流量以及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等作用；白术具有促进胃肠蠕

动、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茯苓具有利尿、抗炎等作用；炙甘草则

具有解热、镇痛、免疫调节与防止胃溃疡等作用。此外本次研究结

果也显示，统计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组间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而对比随访复发的情况，观察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这说明采取四君子汤的方式治疗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

证，在治疗安全性方面同常规方式基本相当，但是四君子汤治疗方

式的效果更佳，更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症状，这样可以降低后续随访

复发情况，让患者获得满意的预后，促使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针对中医内科疾病脾胃气虚证患者，临床治疗中相

对比应用常规治疗方式，采用四君子汤治疗可以取得良好的治疗效

果，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及体征，且治疗期间的安全性同常规治疗

方法相当，并且四君子汤治疗也能减少患者后续随访复发率，使患

者获得满意的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该治疗方式值得在临

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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