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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尪痹片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类风湿关节炎、膝骨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 长期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表明,该药在减轻相关

疾病疼痛、改善症状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因其说明书指导性不足,且目前尚无相关规范指导尪痹片的临床应用,为进一步提

高临床医生对该药的认识,充分挖掘该药的临床优势,中国中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中西医风湿领域、骨伤

领域、药学领域以及方法学领域专家,遵照共识方法学的相关要求研制中成药专家共识。 该共识在充分考虑临床研究证据和

专家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临床一线调查总结的临床问题,对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运用国际公认的推荐意见分级评估、制订

及评价方法 GRADE 进行证据评价,形成推荐意见;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通过名义组法达成共识,形成共识建议。
该共识采用简洁明了的体例格式,对尪痹片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膝骨关节炎的用药方案、用药特点、介入时机、用法用量、使
用疗程、安全性问题等方面形成推荐意见或达成共识建议,其应用将更好地提高尪痹片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膝骨关节炎的疗

效,同时为临床医生规范、合理和安全地使用尪痹片提供参考。
[关键词] 　 尪痹片; 类风湿关节炎; 膝骨关节炎; 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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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bi
 

Table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other
 

diseases
 

at
 

pre-
sent.

 

Long-term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have
 

shown
 

that
 

this
 

drug
 

has
 

a
 

good
 

effect
 

in
 

reducing
 

the
 

pain
 

of
 

related
 

diseases
 

and
 

improving
 

symptoms.
 

Due
 

to
 

the
 

lack
 

of
 

guidance
 

in
 

the
 

instructions
 

and
 

currently
 

no
 

relevant
 

norms
 

to
 

guide
 

the
 

clinical
 

applica-
tion

 

of
 

Wangbi
 

Tablet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clinici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rug
 

and
 

fully
 

tap
 

the
 

clinical
 

advantages
 

of
 

the
 

drug,
 

the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Orthopedics
 

and
 

Traumatology
 

Drug
 

Research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organized
 

experts
 

in
 

the
 

fields
 

of
 

rheumatism,
 

orthopedics,
 

pharmacy
 

and
 

methodolog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develop
 

expert
 

consen-
sus

 

on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ensus
 

methodology.
 

Based
 

on
 

full
 

consi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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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evidence
 

and
 

expert
 

experience,
 

the
 

clinical
 

issues
 

were
 

summarized
 

in
 

the
 

consensus,
 

and
 

for
 

those
 

clinical
 

problems
 

supported
 

by
 

evidences,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recommendation
 

evaluation
 

and
 

formulation
 

method
 

GRAD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vidence
 

and
 

form
 

recommendations;
 

for
 

those
 

clinical
 

issues
 

not
 

supported
 

by
 

evidences,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through
 

the
 

nominal
 

group
 

method
 

to
 

form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The
 

consensus
 

adopted
 

a
 

concise
 

and
 

clear
 

format
 

to
 

form
 

re-
commendations

 

or
 

reach
 

consensus
 

suggestions
 

on
 

the
 

medication
 

regimen,
 

med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tervention
 

timing,
 

usage
 

and
 

dosage,
 

course
 

of
 

use
 

and
 

safety
 

issues
 

for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Wangbi
 

Tablets.
 

It
 

is
 

sug-
gested

 

that
 

its
 

application
 

will
 

better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Wangbi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knee
 

osteoar-
thritis,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ians
 

to
 

use
 

Wangbi
 

Tablets
 

in
 

a
 

standardized,
 

reasonable
 

and
 

safe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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尪痹片是根据全国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治疗“尪痹”的

经验方整理总结而成[1-3] ,经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批准上市(国药准字 Z20044066),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09 年版、2012 年版、2018 年版入选品种,《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09 年版、2017 年版、
2019 年版甲类品种。 主要由生地黄、熟地黄、续断、附片(黑

顺片)、独活、骨碎补、桂枝、淫羊藿、防风、威灵仙、皂角刺、羊
骨、白芍、狗脊(制)、知母、伸筋草、红花组成,具有补肝肾,强
筋骨,祛风湿,通经络之功。

类风湿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RA) 和膝骨关节炎

(knee
 

osteoarthritis,KOA)都是风湿科、骨伤科常见的关节疾

病,临床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畸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4-6] 。 尪痹片作为纯中药制剂,在相关临床报道

中具有镇痛、抑制关节炎症、副作用小、修复和改善病变组织

的作用[7-14] 。 对 RA 所导致的关节疼痛、局部肿大、屈伸不利

和晨僵症状具有明显改善作用[15-18] ,同时能够缓解 KOA 患

者的临床症状,减轻疼痛,改善关节活动能力[3,19-23] ,在《类

风湿关节炎病证结合诊疗指南》中作为 RA 治疗药物推荐使

用[24] 。
目前,虽然已有文献报道尪痹片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膝

骨关节炎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但尚无相关规范指导尪痹片的

临床应用。 为了促进尪痹片的临床合理用药,中国中药协会

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中西医风湿领域、骨伤领

域、药学领域以及方法学领域专家,遵照共识方法学的相关

要求研制中成药专家共识[25-27] 。 本共识充分考虑临床证据

和专家临床经验,通过名义组法,对于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

题形成推荐意见,对于没有证据支持的临床问题形成共识建

议[28-33] 。 针对前期来自临床一线调查总结的临床问题,开展

循证评价,采用国际公认的推荐意见分级评估、制订及

GRADE (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方法对证据体和推荐意见进行分级[34-36] ,根据

不同结局按照升级和降级因素对证据进行质量分级,然后对

证据总体进行评级。 通过 GRADEpro 工具对评价结果形成

证据概要,通过名义组法形成本共识的推荐意见或共识建

议。 专家共识意见的形成主要考虑 6 个方面的因素:证据质

量、经济性、疗效、不良反应、患者可接受性以及其他。 本共

识采用简洁明了的体例格式,对该药的临床适应症、有效性、
安全性证据以及相关前期资料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总

结,可为该药的临床使用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但仍需通过大

量的高质量研究提供循证支持,并在未来根据实际应用中随

着新的临床问题的出现及循证证据的更新予以修订。
1　 共识框架结构

本共识共由 8 部分内容构成:推荐意见 / 共识建议概要、
共识范围、药物基本信息、临床问题、临床应用建议(包括适

应症、用法用量、疗程、应用建议)、安全性、利益冲突、附

录[37] 。 共识的主要内容如下。
2　 推荐意见 / 共识建议概要

本项目使用 GRADE 方法对证据体和推荐意见进行分

级。 证据质量评价结果分为高、中、低、极低 4 级,推荐意见

强度分为强推荐、弱推荐 2 级。 本共识达成 7 条共识推荐意

见和 9 条共识建议,投票结果显示为本共识专家决策会议上

各条共识建议所收到的实际有效票数,具体见表 1、2。
3　 共识范围

本共识明确了尪痹片的临床功能主治、优势环节、用法

用量、合并用药、疗效和安全性等内容,适用于类风湿关节炎

和膝骨关节炎相关的医疗领域临床人员使用。
4　 药物基本信息

4. 1　 处方来源

尪痹片处方根据全国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治疗“尪痹”
的经验方整理总结而成。
4. 2　 药物组成

生地黄、熟地黄、续断、附片(黑顺片)、独活、骨碎补、桂
枝、淫羊藿、防风、威灵仙、皂角刺、羊骨、白芍、狗脊(制)、知
母、伸筋草、红花。
4. 3　 药品性状

本品为薄膜衣片,除去包衣后显示棕褐色;味微苦。
4. 4　 适应症 / 功能主治

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通经络。 用于肝肾不足、风湿阻

络所致的尪痹,症见肌肉、关节疼痛,局部肿大,僵硬畸形,屈
伸不利,腰膝酸软,畏寒乏力;类风湿关节炎见有上述证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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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尪痹片达成共识的推荐意见概要

Table
 

1　 Summary
 

of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Wangbi
 

Tablets
No. 推荐意见 证据质量 投票结果

1 　 尪痹片单独用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实验室指标[红细胞沉
降率(ESR)、C 反应蛋白(CRP)、类风湿因子(RF)]

ESR.
 

低;CRP.
 

低;RF.
 

低 19 / 30
 

B

2 　 尪痹片单独用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临床表现[视觉模拟评
分量表(VAS)、关节压痛数、关节肿胀数、晨僵时间]

　 VAS.
 

低;关节压痛数.
 

低;关节肿胀
数.

 

低;晨僵时间.
 

低
17 / 30

 

A

3 　 尪痹片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实验室指标( ESR、
CRP、RF)

ESR.
 

低;CRP.
 

低;RF.
 

低 19 / 27
 

A

4 　 尪痹片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临床表现(关节压
痛数、关节肿胀数、晨僵时间、有效率)

　 关节压痛数.
 

低;关节肿胀数. 中;晨
僵时间.

 

低;有效率.
 

中
22 / 28

 

A

5 　 尪痹片单独用药治疗膝骨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临床表现( VAS、关节压痛
数、关节肿胀数、有效率)

　 VAS.
 

低;关节压痛数.
 

低;关节肿胀
数.

 

低;有效率.
 

低
18 / 30

 

A
 

6 　 尪痹片单独用药治疗膝骨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关节功能(关节活动改善、
晨僵计数、晨僵时间)

　 关节活动改善.
 

低;晨僵计数. 低;晨
僵时间.

 

低
16 / 29

 

A

7 　 尪痹片联合非甾体类消炎药(NSAIDs)治疗膝骨关节炎患者可以改善临床
表现和关节功能[VAS、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严重性指数(ISOA)]

VAS.
 

低;ISOA.
 

低 23 / 29
 

A

　 注:A.
 

明显利大于弊,强推荐,一定做;B.
 

可能利大于弊,弱推荐,可能做(表 2 同)。

表 2　 尪痹片达成的共识建议概要

Table
 

2　 Summary
 

of
 

the
 

consensus
 

suggestion
 

for
 

Wangbi
 

Tablets
No. 共识条目 投票结果

1 尪痹片可用于肝肾亏虚型、寒湿痹阻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用于活动期(DAS28≥2. 6)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 27 / 29
 

A
2 如单独运用尪痹片治疗 1 个疗程后不能达标(DAS28≥2. 6)时,建议联合甲氨蝶呤进行治疗 26 / 28

 

A
3 　 尪痹片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疗程为 8 ~ 24 周,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适当延长或缩短用药疗程,长时期用药

患者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
23 / 27

 

A

4 尪痹片用于肝肾亏虚型、寒湿痹阻型膝骨关节炎,适用于发作期、缓解期、康复期膝骨关节炎患者 19 / 26
 

A
5 尪痹片单独用于膝骨关节炎缓解期和康复期的治疗 19 / 27

 

A
6 尪痹片联合 NSAIDs 用于膝骨关节炎发作期的治疗 26 / 29

 

A
7 　 尪痹片用于治疗膝骨关节炎的疗程为 8 ~ 12 周,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适当延长或缩短用药疗程,长时期用药患

者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
22 / 27

 

A

8 尪痹片临床应用应关注的禁忌包括孕妇、儿童、肝肾功能异常及过敏患者 30 / 34
 

A
9 尪痹片临床应用应关注的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不良反应、肝肾功能异常、皮疹、头晕 32 / 34

 

A
　 注:共识条目均为专家共识形成;推荐强度均为建议使用。

4. 5　 药品规格

薄膜衣片,每片生药含量约 3. 65
 

g,每片重 0. 5
 

g。
4. 6　 政策准入及推荐

尪痹片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09 年版、2012 年版、
2018 年版入选品种,《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药品目录》2009 年版、2017 年版、2019 年版甲类品种。
尪痹片是《类风湿关节炎病证结合诊疗指南》 《常见风

湿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草案)》 中治疗 RA 的推荐用

药[38-39] ,同时也是《膝骨关节炎中医诊疗指南(2020 年版)》
中治疗 KOA 的推荐用药。
5　 临床问题

本共识主要关注的临床问题:尪痹片适用于 RA、KOA 的

哪些优势环节;尪痹片治疗 RA、KOA 可以改善哪些症状和实

验室指标;尪痹片治疗 RA、KOA 的用药方案及疗程;尪痹片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问题。

6　 临床应用建议

6. 1　 诊断标准

参考 GB / T
 

15657-1995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40] ,类风湿

关节炎中医病名为尪痹病( BNV080),膝骨关节炎中医病名

为骨痹病(BNV090)。
类风湿关节炎诊断标准:参考 ICD-11[41] ,西医诊断为类

风湿关节炎(FA20),疾病诊断参照 1987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

(ARA) [42] 或 2010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 / 欧洲抗风湿联盟

(ACR / EULAR)分类标准[43] 。
膝骨关节炎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关节

外科学组 2018 年提出的诊断标准[44] 和中华中医药学会组

织编写的《中医骨伤科常见病诊疗指南》 [45] 等制定的标准。
6. 2　 临床分期

6. 2. 1　 类风湿关节炎[46] 　 根据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病情评

价(DAS28 评分)系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病情可分为病情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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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DAS28<2. 6)、低度疾病活动(2. 6≤DAS28<3. 2)、中度疾

病活动(3. 2≤DAS28≤5. 1)、重度疾病活动( DAS28> 5. 1);
类风湿关节炎活动期为( DAS28≥2. 6),缓解期为( DAS28<
2. 6);类风湿关节炎达标治疗为(DAS28<2. 6)。
6. 2. 2　 膝骨关节炎[47] 　 ①发作期,膝关节重度疼痛( VAS>
7 分),或疼痛呈持续性,疼痛重者难以入眠;膝关节肿胀,功
能障碍,跛行甚至不能行走; ②缓解期,膝关节中度疼痛

(VAS
 

4~ 7 分),劳累或天气变化时加重,伴酸胀、乏力,膝关

节活动受限;③康复期,关节轻度疼痛或不适( VAS< 4 分),
腰膝酸软,倦怠乏力,甚或肌萎无力,不耐久行。
6. 3　 辨证分型

6. 3. 1　 类风湿关节炎[24] 　 寒湿痹阻证,主症关节冷痛、触
之不温、皮色不红,疼痛遇寒加重、得热痛减;次症关节拘急、
屈伸不利,肢冷或畏寒喜暖,口淡不渴;舌脉包括舌体胖大、
舌质淡、苔白或腻,脉弦或紧。 肝肾亏虚证,主症关节疼痛、
肿大或僵硬变形,腰膝酸软或腰背酸痛;次症足跟痛,眩晕耳

鸣,潮热盗汗,尿频、夜尿多;舌脉包括舌质红、苔白或少苔,
脉细数。
6. 3. 2　 膝骨关节炎[47] 　 寒湿痹阻证(多见于发作期、缓解

期),主症关节疼痛重着,遇冷加剧、得温则减,关节屈伸不

利;次症腰身重痛;舌脉包括舌质淡,苔白腻,脉濡缓。 肝肾

亏虚证(多见于缓解期、康复期),主症关节隐隐作痛;次症腰

膝无力,酸软不适,遇劳更甚;舌脉包括舌质红、少苔,脉沉细

无力。
6. 4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建议

6. 4. 1　 适应症　 适用于肝肾亏虚型、寒湿痹阻型类风湿关

节炎患者(共识建议)。
6. 4. 2　 临床应用建议 　 尪痹片可用于活动期( DAS28 ≥
2. 6)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共识建议)。 尪痹片单独应用可

改善实验室指标( ESR、CRP、RF) (证据等级 C 级;推荐意见

为弱推荐),改善关节疼痛、晨僵等临床表现(VAS、关节压痛

数、关节肿胀数、晨僵时间) (证据等级 C 级;推荐意见为强

推荐) [48] 。 如单独运用尪痹片治疗 1 个疗程后不能达标

(DAS28≥2. 6),建议联合甲氨蝶呤进行治疗(共识建议)。
尪痹片联合甲氨蝶呤应用可改善实验室指标( ESR、CRP、
RF)(证据等级 C 级;推荐意见为强推荐);尪痹片联合甲氨

蝶呤可以改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临床表现,提高治疗有效

率(证据等级关节压痛数、晨僵时间 C 级;关节肿胀数、有效

率 B 级;推荐意见为强推荐) [48-51] 。
6. 4. 3　 用法用量　 口服,每次 4 片,每日 3 次。
6. 4. 4　 用药疗程　 建议尪痹片用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疗

程为 8~24 周,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适当延长或缩短

用药疗程,长时期用药患者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共识建议)。
6. 5　 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建议

6. 5. 1　 适应症　 适用于肝肾亏虚型、寒湿痹阻型膝骨关节

炎患者(共识建议)。

6. 5. 2　 临床应用建议　 尪痹片可用于发作期、缓解期、康复

期的膝骨关节炎患者(共识建议)。 针对发作期的膝骨关节

炎患者,尪痹片联合 NSAIDs 可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临床

表现和关节功能( VAS、关节压痛数、关节肿胀数、关节活动

改善、晨僵计数、晨僵时间),提高治疗有效率(证据等级 C
级;推荐意见为强推荐) [52-54] 。 针对缓解期和康复期的膝骨

关节炎患者,单独使用尪痹片可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临床

表现和关节功能( VAS、ISOA) (证据等级 C 级;推荐意见为

强推荐) [52-53,55-56] 。
6. 5. 3　 用法用量　 口服,每次 4 片,每日 3 次。
6. 5. 4　 用药疗程　 建议尪痹片用于膝骨关节炎的治疗疗程

为 8~ 12 周,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症状体征适当延长或缩短

用药疗程,长时期用药患者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 ( 共识

建议)。
7　 安全性

7. 1　 不良反应

说明书记载的不良反应为尚不明确,根据临床研究报道

和用药经验,部分患者会出现胃肠道不良反应、肝肾功能异

常、皮疹、头晕,建议临床应用中应关注这些问题(共识建

议)。 尪痹片不论是单用还是联合用药,现有的临床数据及

相关研究未报道有严重不良反应。 相关研究显示尪痹片联

合西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膝骨关节炎安全性均优于西药对

照组[57] 。
7. 2　 禁忌症

说明书记载的禁忌症尚不明确,根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专

家建议,孕妇、儿童、肝肾功能异常患者以及对尪痹片过敏患

者禁用(共识建议)。
7. 3　 注意事项

说明书记载的注意事项为孕妇禁用和忌食生冷食物。
8　 利益冲突

本共识在编制过程中,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成药治

疗优势病种临床应用指南标准化项目的资金资助( SATCM-
2015-BZ402)。 所有参与制定的共识组成员均实名签署了

“利益冲突声明书”,填好的所有声明表扫描件提交共识归口

单位统一存档。 在共识制定过程中,所有相关参与者均无利

益冲突,无企业人员参与共识决策工作。
9　 附录

共识附录主要包括药物基本信息和相关药理学研究。
由于篇幅原因,附录的详细信息可在发布版的共识原文中

获知。
本共识由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提出,由中国中

药协会骨伤科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共识参研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

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医正骨》杂志、安徽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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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医院、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省第二中

医院、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风湿病医院、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北省洪湖市中医医院、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

省中医院、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

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南通良春中医医院、厦门市中医

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中医院、武汉大学循证与转化医学中

心、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安红会医院、徐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暨徐州市肿瘤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本共识起草负责人:陈卫衡。
本共识主要起草人:陈卫衡、翁习生、阎小萍、刘维、

林娜、靳英辉。
本共识指导委员会:王和鸣、高学敏、陈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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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斌、尹纪光、卢敏、邢丹、朱跃兰、朱婉华、刘又文、刘文刚、
刘宏潇、刘健、刘维、许鹏、孙伟、纪泉、严世贵、李小霞、李刚、
李泽光、李振彬、李慧英、吴宽裕、汪悦、沈计荣、沈晓燕、
沈霖、宋志勇、张风肖、张国强、张建新、张彦琼、陈卫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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