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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山豆根及其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与不良反应。方法：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2 收治的肿瘤术后患者 60 例，采用

随机（红紫球）方式进行分组，将 60 名患者分为观察组（采用山豆根及其制剂）和对照组（常规方式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不良

反应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更高，观察组患者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人数更少，发生率更低，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山豆根及其制剂在临床治疗肿瘤术后患者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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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豆根是我国中药材之一，主要产自我国广西、贵州等地，是

我国中医学中重要的药剂之一[1]。山豆根具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具
有治疗火毒蕴结、咽喉肿痛、齿龈肿痛、口舌生疮等作用，同时临
床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山豆根在对癌症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也具有较
高的使用价值，具有抗癌和抗霉菌等作用[2]。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
将对山豆根及其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与不良反应进行比较分
析，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2 收治的肿瘤术后患者 60

例，采用随机（红紫球）方式进行分组，将 60 名患者分为观察组
（采用山豆根及其制剂，患者 30 名，男性与女性患者的占比为 17：
13，患者年龄 29 岁-68 岁，平均年龄 46.35±8.74 岁，鼻咽癌患者
12 名，宫颈癌患者 8 名，食道癌患者 10 名）和对照组（常规方式
治疗，男性与女性患者的占比为 17：13，患者年龄 29 岁-69 岁，
平均年龄 46.35±8.75 岁，鼻咽癌患者 11 名，宫颈癌患者 9 名，食
道癌患者 10 名），两组患者组间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纳入标准：（1）患者治疗阶段均为肿瘤术后； （2）患者对本
研究知情且签署同意书; （3）无精神类疾病，能进行独立的交流和
沟通； （4）该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 

排除标准：（1）合并其它心脑血管疾病； (2)病历资料不全的
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方式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山豆根进

行治疗，在对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针对患者不同的肿瘤类型，采用不
同的方式进行治疗，对鼻咽癌患者则采用山豆根、半枝莲、石上柏、

白花蛇舌草等九味药制成中药汤剂，患者每日 2 次，每次 1 剂。宫
颈癌患者采用山豆根、草河车、夏枯草各 100g 制成中药汤剂进行
治疗，食道癌患者采用山豆根、黄药子、夏枯草、败酱草、白鲜皮、
拳参等中药制成中药汤剂进行治疗，每日 2 次，每日 1 剂。患者连
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分析，分为控制、缓解、进展，有效率=[（控制+缓

解）/组内所有人数]×100.00%。对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腹泻、
头痛）进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t 和“x±s”表示计

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分析 
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更高，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有效率对比[n,(%)] 

组别 数 控制 缓解 进展 有效率 
观察组 30 13（43.33%）15（50.00%）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9（30.00%） 13（43.33%）8（26.67%）22（73.33%）

χ2 - - - - 6.694 
P - - - - 0.020 

2.2 不良反应分析 
观察组患者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的发生人数更少，发生率更

低，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2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腹泻 头痛 发率 
观察组 30 1（3.33%） 0（0.00%） 1（3.33%） 0（0.00%） 2（6.67%） 
对照组 30 6（20.00%） 3（10.00%） 1（3.33%） 0（0.00%） 10（33.33%） 

χ2 - - - -  6.963 
P - - - -  0.019 

3 讨论 
山豆根具有清热解毒、抗癌的作用，在对急慢性咽炎、肿瘤患

者治疗中均具有较高治疗价值，临床在对咽炎以及肿瘤术后患者治
疗的过程中，采用山豆根进行治疗具有较高治疗的效果[3]。山豆根
中的苦参碱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达到抑制癌细胞的目的，
具有抗肿瘤疗效[4]。在对不同类型肿瘤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采用不
同的山豆根制剂进行治疗，能更好的发挥山豆根的药性。山豆根及
其制剂属于中药剂，在对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以恢复患者机体平衡为
主要的治疗机制，患者在用药的过程中，该药物对患者机体代谢影
响较小，在对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副作用较小[5]。患者在用药的过程
中，山豆根对患者机体功能运行的影响较小，用药安全性较高。 

临床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治疗的有效率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73.33%），治疗的效果更好，应用的
价值更高。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后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6.67%，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综上所述，临床在对肿瘤术后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采用山豆根
及其制剂进行治疗的效果更好，使用的价值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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