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 ∀

2  结果

缓释异搏定片服用前测血压 作记录 服药两 后出

现降压作用并且有持续性 观察 周达到满意的降压效果 ∀

收缩压 舒张压平均下降了 ? ?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Π

其中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中型

例 重型 例 ∀总有效率 ∀ 例患者都达到有效降

压 ∀

不良反应 无明显的毒副作用 治疗过程中 例病患者降

压初始出现面部潮红 轻微头痛 头胀 在坚持服药中上述症

状消失 ∀

3  讨论

缓释异搏定片为一长效钙离子内流抑制剂 慢通道阻滞

剂或钙离子拮抗剂 其降压疗效在于影响钙离子进入心脏

和血管的细胞内≈ ∀其结果高度选择性松弛血管平滑肌 直

接扩张动脉血管减轻缺血细胞中毒 增加心脏的血供和氧

供 从而降低心脏负荷 达到降压效果≈ ∀由于缓释异搏定

片半衰期长 谷 峰比值高 对靶器官保护作用强 能有效恢

复高血压患者内皮功能 明显抑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因此其安全性得以肯定和保证≈ ∀缓释异搏定片血管选择

性作用强 降压抗冠状动脉痉挛及抗心肌缺血明显≈

服药一次 降压平稳 降压效应为谷 峰比值 ∴ 服药后

头痛面红 心悸等副作用明显较普通片减少 ∀缓释异搏定片

降压效果明显 尤以 ⁄ ° 为显著 服药后由于血压得以控

制 避免了降压治疗中的负性作用 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且依

从性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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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子量透明质酸钠防止屈肌腱粘连作用的比较

漏德宝 上海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以鸡爪为动物模型 研究不同分子量的透明质酸钠 ≥ ∏ ∏ ∏ 以下简称 ≥ ° 对防止肌腱粘连

的不同作用 ∀方法 只莱亨鸡分成实验组 ! !≤ 和对照组 ⁄ 每组又根据术后时间不同分为 周 ! 周 ! 周三组 ν

实验手术斜坡形横断左足第 趾屈趾深肌腱 鞘管内注射不同分子量的 ≥ ° 组分子量为 万 组为 万 ≤ 组为

万 对照组为生理盐水 ∀结果 经生物力学测定和粘连范围病理组织学评分 实验组 ! 与对照组 ⁄有显著性差异 Π

而实验组 ≤ 和对照组 ⁄无显著性差异 Π∴ ∀结论 不同分子量的 ≥ °防止肌腱粘连的作用不同 分子量大于

万的 ≥ °具有防止粘连的作用 分子量为 万的 ≥ °和生理盐水作用相似 不具有防止粘连的作用 ∀

关键词  分子量 透明质酸钠 屈肌腱 粘连

Προτεχτινγ Φλεξορ Τενδον φροµ Αδηερινγ βψ Σοδιυµ Ηψαλυρονατε Προδυχτσ ωιτη ∆ιφφερεντ Μολεχυλαρ Ωειγητ

∏⁄ ( Σηανγηαι
τη Πεοπλε. σ Ηοσπιταλ, Σηανγηα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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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质酸钠 ≥ ∏ ∏ ∏ ≥ ° 具有防止

肌腱粘连的作用 已被公认 ∀但不同分子量的 ≥ ° 防止粘

连作用是否有区别 有何区别并不明确 ∀本实验旨在观察不

同分子量的 ≥ °防止肌腱粘连的作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动物 雌性健康莱亨鸡 只 体重 ∗ ∀

随机分成实验 ! !≤ 组和对照组 ⁄ 每组又根据术后时间不

同分为 周 ! 周 ! 周三组 每组 只 ∀

1 2  试验材料 ≥ ° 由杭州嘉伟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

产 ∀平均分子量为 ! ! 万道尔顿 ∀

1 3  手术方法 实验组以 戊巴比妥钠 肌注麻

醉 俯卧左足后伸直固定于手术板上 常规消毒 单 ∀切开

左足第 趾掌侧皮肤和鞘管 游离屈趾深肌腱 斜坡形横断

其周经的 再从横断处向近 !远端纵向各切开 呈

/卜0字型 ∀再将切断的腱瓣用 无创尼龙缝线行

法缝合于原位 ∀从切口处插入一根直径为 的聚乙烯

导管 通过导管向鞘管内注射不同分子量的 ≥ ° 组

分子量为 万 ! 组为 万 !≤ 组为 万 用 尼龙

缝线缝合鞘管 拔管止血缝皮 ∀对照组注射生理盐水

手术和注射方法同上 ∀术后屈曲位石膏固定 周 届时

按计划处死 进行观察 ∀右足不行手术 为健康足 ∀

1 4  检测方法 生物力学测定 实验鸡处死后 将左腿于

膝关节处解脱 固定于测试台上 于足跟处分离出第 趾的

屈趾深肌腱 加以 的拉力牵拉屈趾深肌腱 使鸡趾由

β伸直位逐渐屈曲 测量该趾远 !近趾间关节和跖趾关节

的屈曲角度 计算关节总屈曲角度 与右足相应健康趾比较

求其比值 ∀同时测量肌腱滑移距离 与健侧相比较 求其比

值 ∀ 肉眼观察 以肉眼和显微镜观察术后肌腱粘连和愈

合状况 ∀ 肌腱粘连范围测量 标本取材后 福尔马林

固定 石蜡包埋 常规切片 ∞染色 ∀光镜下按 氏法

评分测定肌腱与周围腱鞘的粘连 围 ∀肌腱与周围腱鞘未

粘连为 分 肌腱周径的 以下与腱鞘粘连为 分 肌腱

周径的 ∗ 与腱鞘粘连为 分 肌腱周径的 以上

与腱鞘粘连为 分 ∀

1 5  透射电镜观察 动物处死后立即切取腱吻合部 戊

二醛固定 超薄切片 ∀

2  结果

2 1  趾关节总屈曲度比值 表

表 1  左 右趾关节总屈曲角度比值 ¬ ? σ

分组 周 周 周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 3 ? 3 ? 3

对照组 ⁄ ? ? ?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2 2  肌腱滑移距离比值 表

表 2  左 右屈趾深肌腱滑移距离比值 ¬ ? σ

分组 周 周 周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 3 ? 3 ? 3

对照组 ⁄ ? ? ?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2 3  肉眼观察 实验组 ! 周时腱周可见透明薄膜包绕

此膜两端与腱鞘相延续 薄膜下腱周间隙有少量滑液样液

体 ∀腱吻合处略膨大 表面光滑 与周围组织无粘连或轻微

疏松粘连 ∀ 周时可见透明薄膜增厚 类似腱鞘 其余接近正

常 ∀ 周时已类似正常结构 ∀

实验组 ≤ !对照组 ⁄ 周时腱吻合处可见膜样粘连 致

密 钝性分离较困难 ∀

周时吻合处包裹于周围组织中 肌腱与腱周组织分界

不清 ∀ 周时吻合处粘连略减轻 但切口部位粘连仍紧密 ∀

2 4  肌腱粘连范围病理组织学评分 表

表 3  左屈趾深肌腱粘连范围病理学评分 ¬ ? σ

分组 周 周 周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3 3 ? 3 3 ? 3 3

实验组 ≤ ? 3 ? 3 ? 3

对照组 ⁄ ? ? ?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3 Π∴  3 3 Π

2 5  透射电镜观察 术后 周可见腱细胞增生 核大 !圆 常

染色质增多 偶见双核 ∀细胞器成分多 见大量增生扩张的

粗面内质网 !线粒体和溶酶体 ∀血管内皮细胞增生 突入管

腔 ∀胶原纤维排列紊乱 周期性横纹模糊 ∀术后 周可见腱

细胞及胶原纤维排列较规则 细胞较纤细 核呈长杆状 细胞

器较前减少 胶原纤维结构清楚 周期性横纹明显 ∀在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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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四组间均未见明显差异 ∀

3  讨论

实验结果分析 大体标本肉眼观察屈肌腱粘连情况 实

验组 ! 粘连无或轻微 实验组 ≤ 对照组 ⁄粘连致密 ∀粘

连范围病理组织学评分 实验组 ! 与对照组 ⁄有显著性

差异 Π 实验组 ≤ 与对照组 ⁄无显著性差异 Π∴

∀实验组 ! 周时腱周可见透明薄膜包绕 周可见

透明薄膜增厚 类似腱鞘 周时 已类似正常结构 ∀实验组

≤ 对照组 ⁄ 周时可见膜样粘连 周时吻合处组织分界不

清 周时粘连略减轻 但粘连仍紧密 ∀生物力学测定结果表

明 肌腱滑移距离比值越大 趾关节总屈曲度比值也越大 则

粘连越轻 反之越重 ∀以上结果可以推测分子量超过 万

的 ≥ °具有防止粘连的作用 分子量低于 万的 ≥ °不具

有防止粘连的作用 ∀

高分子量透明质酸钠防止肌腱粘连机理的探讨 ≥ °是

透明质酸的钠盐形式 具有透明质酸的一切生物特性 ∀透明

质酸是由 ⁄2葡萄糖醛酸和 2乙酰氨基葡萄糖构成的双糖为

基本单位 重复连接而成的直链粘多糖 ∀根据直链长短不

同 分子量大小不等 在溶液中分子链能任意盘卷形成连续

不断的三维空间网络 ∀这种网络结构有许多生理功能 润

滑 !阻隔 !支撑及分子筛样作用 ∀ ≥ °的分子量越大 一个分

子所占的容积范围就越大 其物理阻隔作用和润滑作用就越

强 ∀

在正常情况下 透明质酸对肌腱的作用为保证营养物质

渗透并促进肌腱在腱鞘内滑动 ∀在肌腱损伤时 有促进肌腱

内源性愈合 减少外源性粘连的作用 其作用机理为 促

进内源性愈合机制≈ ∀透明质酸可与纤维母细胞上的透明

质酸结合蛋白结合 使纤维母细胞表现出运动活性 向肌腱

损伤处移行 参与愈合 ∀它有保证营养物质渗透作用 为损

伤处腱细胞增生并合成 !分泌胶原提供充足营养 ∀ 抑制

外源性粘连机制 ∀高浓度 !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可以抑制粒

细胞的吞噬和游走 从而抑制炎症反应 减少粘连形成≈ ∀

透明质酸还有生物屏障作用 它存在于损伤肌腱与腱周组织

之间 阻碍外源性组织细胞与肌腱损伤处接触 减少粘连形

成 这与透明质酸的溶变学特性有关 包括粘度 !弹性及假鞘

形成特性 ∀ ≥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它可以恢复关节液

及关节组织基质流变学内环境的恒定 增强机械性润滑 缓

解滑膜炎症 恢复透明质酸分泌功能 减轻软骨破坏和关节

粘连 改善关节功能≈ ∀

本实验证实分子量大于 万的 ≥ °具有防止粘连的

作用 分子量为 万的 ≥ °和生理盐水作用相似 不具有防

止粘连的作用 ∀ ≥ °的有效作用浓度 意见不一 ∀一些学者

认为 ≥ °的高分子量 !高浓度剂型在鞘管中的降解速率较

慢 疗效持续时间较长≈ ∀本实验浓度为 证明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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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注射液改善下肢血流瘀滞状态的临床观察

齐宝庆 天津 天津医院

摘要  目的 观察葛根素注射液是否有益于改善髋部骨折卧床患者下肢血流瘀滞状态 ∀方法 选择 年至 年因髋部

骨折入院病人共 人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入院后给予葛根素注射液 观察两组患者下肢水肿情况 并进行 6

检验 ∀结果 实验组下肢水肿发生率为 对照组为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葛根素注射液可以改善髋

部骨折患者下肢血流瘀滞状态 ∀

关键词  葛根素 髋部骨折 血流瘀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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