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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杞黄颗粒临床应用处方分析
江斯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广州，510000；

摘要：目的：分析槐杞黄颗粒在某医疗中心门诊的使用情况，讨论其在妇女儿童群体的实际临床应用特点，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整理统计某医疗中心 2024 年第二季度的槐杞黄颗粒处方。结果：4250 张槐杞黄颗

粒处方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比例接近 1:1，1~9 岁患儿的占比最高（70.31%），患者的就诊科室主要分布

于皮肤科、消化科、儿童肾脏病/遗尿专科、免疫科、儿内科及其他科室。结论：某医疗中心槐杞黄颗粒主要用

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消化系统相关疾病等，其在儿科临床应用广泛，需重点关注用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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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杞黄颗粒由槐耳菌质、枸杞子、黄精三种药味组

成，是临床常用的具有益气养阴功效的中成药。槐耳性

平，味苦辛，归肝、脾、大肠经，能治风，破血，益力；

枸杞子性平，味甘，归肝、肾经，功擅滋补肝肾，益精

明目；黄精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擅补气养阴，

健脾，润肺，益肾。诸药合用，共凑益气养阴、健脾益

肾之功。三药药性平和，补气而不滞气，养阴而不滋腻，

为平补气阴之方，临床常用于因体质虚弱引起的反复感

冒、神疲乏力、食欲不振等病症。现代研究表明，槐杞

黄颗粒具有抗炎、调节免疫等药理作用，对多种过敏性

疾病、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一定疗效
[1]
。

槐杞黄颗粒在妇女及儿童群体的临床应用尤为广泛，常

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
[2]
、消化系统疾

病
[3]
、免疫系统疾病等的治疗

[4]
，本文通过分析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024 年 4月~6月门诊的

槐杞黄颗粒处方，探究其在妇女儿童群体的实际临床应

用情况，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通过 HIS 系统收集整理本院门诊 2024 年 4 月~6 月

开具的含槐杞黄颗粒的门诊处方。处方纳入标准：①本

院门诊2024年4月~2024年6月开具的槐杞黄颗粒处方；

②处方信息完整。排除标准：①信息不完整的处方；②

已作退费处理的处方及重复开具的处方；③同一患者的

同一诊断多张相同的处方；④具有合并诊断的处方，如

同时诊断为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抽动障碍。

采用 Excel软件对处方中的患者性别、年龄、就诊

科室、临床诊断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槐杞黄颗粒在本院

的应用情况。

2 结果

2.1 处方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槐杞黄颗粒的门诊处方 4250 张。男

性患者处方数与女性患者处方数的比例接近 1:1，其中，

女性患者处方数为 2162张（占比 50.86%），略多于男

性患者处方数（2088 张，占比 49.14%）。

2.2 患者年龄分布

4250 张含槐杞黄颗粒的门诊处方中，患者年龄段主

要分布在 1~9 岁和 10~19 岁，两个年龄段患者的处方构

成比分别为70.31%和 17.28%，而 50岁以上患者处方的

占比最少，仅为 0.78%。患者年龄段分布见表 1。

表 1 患者年龄段分布

年龄/岁 病例数 构成百分比/%

<1 66 1.55%

1~9 2988 70.31%

10~19 734 17.27%

20~29 47 1.11%

30~39 264 6.21%

40~49 118 2.78%

≥50 33 0.78%

合计 4250 100.00%

2.3 患者就诊科室分布情况

本研究纳入统计分析的患者就诊科室涉及本院的

26个临床科室，按处方数排名，皮肤科、消化科、儿童

肾脏病/遗尿专科、免疫科、儿内科位居前五，五个科

室的处方数之和占比超过 60%，其他处方量较大的科室

还包括中医儿科、中医妇科、血液科、呼吸科等。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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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科室情况见表2。

表 2 患者就诊科室分布情况

科室 处方数/张 构成比/%

皮肤科 777 18.28%

消化科 631 14.85%

儿童肾脏病/遗尿专科 517 12.16%

免疫科 506 11.91%

儿内科 398 9.36%

中医儿科 374 8.80%

中医妇科* 245 5.76%

血液科 190 4.47%

呼吸科 183 4.31%

耳鼻喉科 173 4.07%

感染科 116 2.73%

妇科* 38 0.89%

发热门诊 28 0.66%

儿童保健科 14 0.33%

甲状腺/乳腺外科* 14 0.33%

儿童神经内科/康复科 11 0.26%

儿外科/胃肠外科 11 0.26%

不孕不育与妇科内分泌专科* 9 0.21%

成人男科* 4 0.09%

成人内科* 3 0.07%

儿童肝病专科 2 0.05%

儿童心脏病科 2 0.05%

产科* 1 0.02%

儿科急诊. 1 0.02%

妇科保健科* 1 0.02%

血管瘤激光专科 1 0.02%

合计 4250 100.00%

注：*表示该科室为成人科室

2.4 患者临床诊断分布情况

4250 张槐杞黄颗粒处方各科室患者主要临床诊断

分布如表 3所示。槐杞黄颗粒在儿科的应用比例远高于

成人科室，常应用于儿科的免疫系统疾病，如过敏性紫

癜等；呼吸系统疾病，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等；消化系

统疾病，如便秘等。再者，其在妇科（含中医妇科）及

男科的使用涉及的诊断主要包括月经不规则、生育问题

等。

表 3 各科室患者主要临床诊断分布情况

科室 临床诊断 处方数/张 科室 临床诊断 处方数/张

皮肤科

荨麻疹 222

中医妇科

月经不规则 181

斑秃及脱发 179 男性不育症 14

特应性皮炎 112 月经稀少 8

白癜风 53 女性不孕症 7

皮炎 38 异常子宫出血 6

湿疹 37 阴道炎 5

糠疹 28 痛经 3

紫癜 20

血液科

血小板减少 102

红斑 18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51

手足口病 15 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 11

皮疹 12 血细胞减少或缺乏 6

苔藓 9 再生障碍性贫血 4

疱疹 7

呼吸科

支气管炎 82

甲营养不良 7 咳嗽 20

消化科

便秘及排便困难 257 支气管肺炎 16

大便习惯改变 128 喘息及哮喘 22

腹痛 82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3

大便异常 55 肺炎及肺炎支原体感染 14

胃肠功能紊乱 31 呼吸道感染 6

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 17

耳鼻喉科

变应性鼻炎 117

消化不良 16 鼻炎 33

食欲缺乏 15 鼻窦炎 11

恶心及呕吐 6 腺样体肥大 4

肛裂 6

感染科

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 30

发育指标延迟及营养不良 5 百日咳 20

胃肠炎 4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4

儿童肾脏病/遗 遗尿 254 鼻窦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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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科室处方量较少的临床诊断未一一列出

2.5 槐杞黄颗粒的临床应用分析及讨论

2.5.1 在呼吸科、儿内科、中医儿科的应用情况

呼吸系统疾病的处方在 4250 张槐杞黄颗粒处方中

占据的比例最大，而且主要分布在呼吸科、儿内科、中

医儿科等科室，疾病种类主要包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尿专科 肾病综合征 135 发热 9

过敏性紫癜 36 猩红热 7

IgA肾病 25 EB病毒感染 5

肾炎 22

妇科

不完全流产及流产后随诊检
查

15

血尿 21 异常子宫出血 8

尿频 7 月经不规则 5

免疫科

紫癜及过敏性紫癜 179

发热门诊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1

变态反应 64 支气管炎 4

关节炎 54 腺病毒感染 4

呼吸道感染及支气管炎 37

儿童保健科

营养元素缺乏 5

发热 25 儿童常规健康检查 4

链球菌感染 23 矮小症 2

荨麻疹 21 食物过敏 2

疼痛 20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皮疹及红斑 14

甲状腺/乳腺外
科

桥本甲状腺炎 9

特应性皮炎 13 乳腺结节及脓肿 2

结缔组织病 12 甲状腺肿 1

变应性鼻炎 9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1

血小板减少 6 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 1

儿内科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07 儿童神经内科/
康复科

构音困难和构音不全 2

急性支气管炎 52 重症肌无力 2

支气管炎 42 儿外科/胃肠外
科

胃肠功能紊乱 10

咳嗽 38 脑积水 1

支气管肺炎 32
不孕不育与妇

科内分泌专科

关于生育的一般咨询和指导 5

支原体感染（肺炎） 16 女性不孕症 3

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 15 卵巢功能减退 1

血小板减少 21

成人男科

关于生育的一般咨询和指导 1

肺炎 10 龟头包皮炎 1

消化不良及肠胃炎 9 男性勃起障碍 1

呼吸道感染 7 性欲缺失 1

扁桃体炎 7 产科 早期妊娠 1

中医儿科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10

成人内科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消化不良 86 咳嗽 1

多汗症 49 支气管炎 1

变应性鼻炎 42
儿童肝病专科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1

便秘 17 感染性发热 1

胃肠功能紊乱 17
儿童心脏病科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急性支气管炎 13 胸痛 1

发育指标延迟及营养不良 11 儿科急诊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

荨麻疹 6 妇科保健科 产伤性腹直肌分离 1

咳嗽 6 血管瘤激光专

科
特应性皮炎 1

腺样体肥大 6

鼻窦炎 5

肺炎 3

抽动障碍 2

支气管哮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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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炎、喘息及哮喘、肺炎支原体感染等。临床应用

中，槐杞黄颗粒能增强抗病毒药物（干扰素等）及抗生

素（阿奇霉素、多西环素等）对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的

治疗作用，其机制涉及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对

多种炎症因子的调控作用及对肺功能的改善作用
[2][5-7]

。

此外，槐杞黄颗粒可通过调节免疫功能，尤其是调节T

细胞亚群平衡，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及咳嗽变异性哮喘，

疗效确切，安全性高
[8-10]

。

2.5.2在皮肤科的应用情况

皮肤科是槐杞黄颗粒处方量最多的科室，共计 777

张，主要的临床诊断包括荨麻疹、斑秃及脱发、特应性

皮炎、白癜风、湿疹等，多为机体免疫失衡引起的炎症

性皮肤病。槐杞黄颗粒主要通过激活机体免疫机制、调

节 T淋巴细胞功能及其亚群比例平衡、调控相关炎症因

子水平等机制，减轻机体过敏反应，改善皮肤症状，增

强免疫功能，常与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联合应用

于特应性皮炎、白癜风及过敏性紫癜的治疗，效果显著，

安全性良好,复发率较低
[4][11-13]

。

2.5.3在儿童肾脏病/遗尿专科的应用情况

儿童肾脏病/遗尿专科 517 张槐杞黄颗粒处方，患

者的临床诊断主要分布于遗尿、肾病综合征、过敏性紫

癜、IgA 肾病等。中医理论认为，原发性遗尿症的病因

和病机主要为肾气亏虚，膀胱失约。槐杞黄颗粒具有固

本扶正、益气养阴的功效，可有效用于原发性遗尿症的

治疗
[14]
。槐杞黄颗粒不仅能改善浮肿、蛋白尿、血尿等

症状，减少白蛋白的丢失，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维持免

疫球蛋白 IgG 水平的稳定，改善机体的高凝状态，而且

还能降低肾脏损伤标志物水平，改善肾功能，对肾脏损

伤具有保护作用，常与糖皮质激素等应用于肾病综合征

和 IgA 肾病的治疗
[15-19]

。

2.5.4在免疫科的应用情况

免疫科共计 506 张处方，以紫癜或过敏性紫癜为临

床诊断的处方量最大，其他常见的临床诊断有变态反应、

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链球菌感染等。

作为免疫系统双向调节剂，槐杞黄颗粒常应用于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辅助治疗。临床研究证实，槐杞黄颗粒通过

降低IgA水平减轻血管内皮损伤，提高Th2/Th1的比例，

调节免疫失衡状态，达到治疗过敏性紫癜的目的，其还

能有效缓解皮肤紫癜、神疲乏力、盗汗、关节痛、腹痛

等临床症状，预防肾脏损害
[20]
。再者，槐杞黄颗粒常应

用于结蹄组织病（如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

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的治疗亦与其改善T细胞免

疫失衡状态的药理作用相关
[21-22]

。

2.5.5在血液科的应用情况

190 张血液科的处方中，槐杞黄颗粒应用最多的是

治疗血小板减少症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的发病与 T淋巴细胞失衡、NK细胞及 NK样 T细

胞数量下降等因素有关
[1][23]

。文献报道，槐杞黄颗粒结

合常规治疗，可快速提高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的血

小板计数水平，改善出血症状，用药安全性良好。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上调 CD3+、CD4+、下调 CD8+，提高外周

血 Treg/Th17和 CD4+/CD8+比值，提升 NK细胞及 NK样

T细胞数量有关
[23-26]

。

2.5.6在消化科的应用情况

消化科 631 张处方中，诊断为便秘及排便困难的处

方数量最多，其次为大便习惯改变，其他常见临床诊断

还包括腹痛、大便异常、胃肠功能紊乱等。消化系统疾

病的诊断在儿内科、中医儿科、胃肠外科亦有较多分布。

许多临床研究表明，槐杞黄颗粒可联合中医针刺、益生

菌、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4000 散等治疗儿童功能性

便秘，缓解因便秘引起的腹痛、食欲缺乏、大便异常、

肛裂等症状，其作用机制与调整胃肠激素释放水平、调

节肠道菌群、提升肠道传输功能、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增强免疫功能相关，而且其治疗气阴两虚型儿童便秘的

效果更为显著
[3][27-30]

。

2.5.7在妇科及男科疾病的应用情况

槐杞黄颗粒应用于妇科疾病及男科疾病的总处方

数为298 张，临床诊断包括女性月经不规则、异常子宫

出血、不完全流产及流产后随诊检查、不孕症以及男性

勃起障碍、生育指导等。然而，目前鲜有关于槐杞黄颗

粒治疗妇科及男科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药理研究表明，

枸杞多糖可通过提高血清睾酮含量，调节性激素水平的

平衡，以改善精子数量和质量，进而改善性功能和提高

生育能力
[31-32]

。黄精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可通过配伍，

改善卵巢环境和卵巢功能
[33]
，此外，还可通过修复生殖

细胞损伤，改善生殖细胞的功能
[34]
。临床上，枸杞子和

黄精常配伍使用，用于治疗女性卵巢功能减退引起的月

经问题及不孕症
[35]
和男性不育症

[36]
等。槐杞黄颗粒在本

院妇科及男科的应用情况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2.5.8在甲状腺/乳腺外科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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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甲状腺/乳腺外科开具的槐杞黄颗粒处方，主

要用于桥本甲状腺炎及甲状腺、乳腺肿物的辅助治疗。

槐耳菌质、枸杞子、黄精三者均具有益肾、益力的作用，

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槐杞黄颗粒对于桥本甲状腺炎体

虚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功能紊乱等症状的改善可能与

此相关。再者，槐耳可通过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

增强免疫调控杀伤肿瘤细胞，在乳腺炎及乳腺癌的临床

治疗中疗效明确、安全性较高、复发率较低
[37-38]

，这从

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槐杞黄颗粒对甲状腺、乳腺肿物的治

疗作用。

3 结论

槐杞黄颗粒具有益气养阴之功效，可通过调节机体

的免疫平衡，辅助治疗多种过敏性疾病、感染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最常应用的科

室包括皮肤科、消化科、儿童肾脏病/遗尿专科、免疫

科、儿内科、血液科、呼吸科等，在特应性皮炎、便秘、

肾病综合征、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症、反复呼吸道

感染等疾病的治疗中疗效确切、安全性较高。然而，受

限于本院为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就诊人群多为妇女儿童，

可能未能全面反映槐杞黄颗粒的临床应用情况，针对在

成人科室的应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槐杞黄颗

粒在应用时仍需注意中医药辨证施治的特点，明确诊断，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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