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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消癜冲剂治疗过敏性紫癜 ≥° 急性发作期免疫学变化及临床疗效 探索临床疗效与免疫调节作用之间的

关系 ∀方法  例随机分成两组 西药对照组 例 西药加消癜冲剂观察组 例 治疗前后进行 ≤ ≤ ⁄

≤⁄ ≤⁄ ≤⁄ 的检测 同时与 名健康儿童作对照 观察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变化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明显升高 ≤⁄ ≤⁄ ≤⁄ 下降 差异均有显著性 Π 观察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亦有显著性 Π ∀

结论  ≥°在急性发作期存在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 免疫功能的恢复程度与治疗转归密切相关 ∀中药治疗 ≥°

的疗效机理亦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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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紫癜是儿科常见病 !多发病之一 目前西医尚无

理想的治疗方法 而祖国医学在治疗本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但多数研究停留在临床观察 对中医药治疗 ≥°疗效

机制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考虑到本病的发病发展与免疫功

能紊乱有关 而中医在治疗本病中对免疫调节作用的探讨极

少 本研究观察消癜冲剂治疗 ≥°急性发作期免疫学变化

及临床疗效 探索临床疗效与免疫调节作用之间的关系 为

探索中医治疗 ≥°的疗效机制奠定基础 ∀

1  资料和方法

1 1  病例选择

诊断依据参照5实用儿科学6第 版之诊断标准 处于疾

病急性发作期 病程在 个月内 除外大量的消化道出血 !慢

性肾炎型 !肾病型 肝肾功能正常 血小板计数正常 ∀中医诊

断参照国家中医管理局5中医病征诊断疗效标准6为血热伤

络及风热伤络型 ∀ 例为 年 月 ∗ 年 月本院

门诊及住院确诊的 ≥°患儿 年龄 ∗ 中位数 男

例 女 例 随机分为两组 消癜冲剂观察组及常规西药

对照组各 例 治疗前未接受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及免疫调

节剂治疗或停药 以上 ∀两组资料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

著性 Π 具有可比性 同时选择年龄相仿健康儿

名为正常对照组 ∀

1 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 西咪替丁 # 或泼

尼松 ∗ # 口服 每日 次 另加抗过敏药 ∀观察

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消癜冲剂治疗 消癜冲剂的主要组

成 水牛角 紫草 生地 元参 丹皮 赤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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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 黄芩 紫丹参 米仁 黄芪 !牛膝

广木香 荆芥 独活 甘草 周岁以下半量

两组均给予对症处理 以 周为一疗程 治疗前后检测有关

指标 治疗后采血时间为症状消失后 ∀

1 3  临床观察指标

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分型 ≤⁄ ≤⁄ ≤⁄ ≤⁄ 流

式细胞仪 单抗免疫荧光法 血清免疫球蛋白 ! !

免疫比浊法 补体 ≤ 免疫比浊法 ∀观察两组用药后临

床症状和体征变化 尿蛋白 !尿粪潜血等阳性结果转阴时间 ∀

后判断疗效 ∀随访时间 月 ∗ 年 观察两组的复发情

况 ∀

1 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 τ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6 检验 ∀

2  结果

2 1  疗效标准

根据国家中药管理局5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6 治愈

紫癜及全身症状消失 实验室指标恢复正常 ∀好转 皮肤紫

癜明显减少 全身症状减轻 实验室指标有改善 ∀无效 皮肤

紫癜 全身及实验室指标均无改善 ∀

2 2  临床疗效

观察组与西药对照组临床疗效见表 ∀观察组用药 ∗

后 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 例 ∗ 后病情稳

定 不再有新皮疹出现 例 ∀用药期间未见其它不良反应 ∀

一疗程后停西药 继续服用消癜冲剂二疗程 ∀ 例随访观

察 复发 例 观察组 例中治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西药对照组服药 ∗ 后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

例 ∗ 后病情稳定 不再有新皮疹出现 例 一疗程

后停激素或西咪替丁 继续用抗过敏药 ∗ 疗程停药 例

随访观察 例复发 ∀对照组 例中治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观察组 对照组 两组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 Π ∀

表 1  观察组与西药对照组两组疗效比较

Ταβ 1  √ ∏ ∏

∏

组别
例数 疗效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对照组

2 3  免疫功能检测

2 3 1  各组治疗前后 ≤ 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治疗前两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差异无

显著性 Π 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 Π

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差异有显著性 Π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差异亦有显著性 Π

∀

2 3 2  各组治疗前后 ≤⁄ ≤⁄ ≤⁄ ≤⁄ 检测结果比

较见表 治疗前 ≤⁄ ≤⁄ ≤⁄ ≤⁄ 两组患者与健康

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Π 两组治疗前后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Π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差异有显著性 Π ∀

表 2  各组 ≤ 检测结果比较 ξ ? σ

Ταβ 2  ∏ ≤ ∏ ξ ? σ

健康对照组

ν

观察组  ν 西药对照组  ν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  各组 ≤⁄ ≤⁄ ≤⁄ ≤⁄ 检测结果比较 ξ ? σ

Ταβ 3  ∏ ≤⁄ ≤⁄ ≤⁄ ≤⁄ ∏ ξ ? σ

健康对照组

ν

观察组  ν 西药对照组  ν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Π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Π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Π

3  讨论

≥°是儿童常见的以毛细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变态反

应性疾病 既往西医常以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不良反应大

易复发 也不能改变肾脏损害及远期预后 ∀随着免疫学研究

的进展 人们已明确免疫机制是本病发生发展的主要因

素≈ 免疫功能的紊乱直接影响到本病的转归 ≥°是一种

表现为免疫调节功能异常的免疫性疾病 ∀本项研究显示

≥°在急性期存在 ≤⁄ 明显升高 ≤⁄ ≤⁄ ≤⁄

下降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表明 ≥°在急性

发作期细胞免疫状态存在数量和功能的异常 致使 淋巴细

胞活化 产生大量的免疫球蛋白≈ 故寻求新的能够改善淋

巴细胞功能的免疫调节药物 提高患儿机体的体液和细胞免

疫功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采用西药加消癜冲剂

治疗急性发作期 ≥°患儿 并与单纯西药组对照 治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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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 ≤⁄ ≤⁄ ≤⁄ ≤⁄ 差异有显著性 治疗

后两组比较 ≤⁄ ≤⁄ 差异有显著性 表明随着病情恢

复 免疫功能逐渐恢复 观察组较对照组更接近正常 观察组

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更优于对照组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

察组总有效率达 对照组总有效率达 观察组

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复发的比率低于对照组 免疫

功能的恢复程度与治疗转归密切相关 揭示中医治疗 ≥°

的疗效机制亦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 ∀

中医学认为 ≥°系血分病 ∀其病因病机为热毒之邪内

蕴 兼感外邪 致邪热伤血 络脉受损 热迫血行 溢于脉外

留于肌肤 积于皮下而成紫癜 ∀离经之血为淤血 热与淤结

淤热内伤肠胃则腹痛便血 流注关节则关节肿痛 下损肾阴

热迫膀胱则尿血 ∀纵观各家之说及近十余年临床报道和我

们的临床经验 血热淤结是本病初中期的基本病机 血热伤

络及风热伤络型是本病辩证分型的主要证型 因此 选用清

热解毒 !凉血止血 !祛风通络 活血化淤的消癜冲剂治疗 ≥°

血热型符合中医审证求因 !审因论治的辩证原则 ∀消癜冲剂

是在古方犀角地黄汤5备急千金要方6基础上化裁而来 也是

我们临床使用十余年 对 ≥°血热型的有效方针 ∀已有大

量的药理和临床应用表明≈ 清热解毒类中药 如本方的水

牛角 !紫草 !黄芩 !生地 !元参 !连翘 除了清热抗炎 !抗病毒 !

抗过敏作用外 还有提高免疫机能的效力 其抗感染作用的

主要机制被认为与提高机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

关≈ ∀清热益气健脾类中药 如本方中的黄芪 !米仁 具有显

著的免疫增强作用 ∀另外黄芪对人及动物有利尿作用 能显

著减少尿中蛋白 使肾脏病变减轻 ∀活血化淤类中药 如方

中 !赤芍 !丹皮 !丹参 有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和改善毛细血

管脆性作用 有抑制体液免疫反应 从而调节免疫系统 使其

阴阳平衡 以消除免疫功能紊乱状态≈ 不同程度地恢复血

瘀症患者的免疫功能≈ ∀中药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 主

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激活巨噬细胞和 × ! 淋巴细胞 ƒ

激活网状内皮系统和补体 诱发各种细胞因子如促进干扰

素生成 促进白细胞介素生成 诱生肿瘤坏死因子等 ∀近期

的研究表明≈ 中药免疫调节剂在体内的作用不但与免疫系

统的作用有关 而且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作用也密切相关

在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之间有一个由多种神经递质 激素

和免疫活性物质 如细胞因子 构成的完整调节网络 共同维

持机体免疫功能使其处于既灵敏又稳定的平衡状态 ∀本研

究证实消癜冲剂治疗 ≥°疗效显著 !能缩短疗程 !降低复发

与其调节机体免疫失调的作用密切相关 从而为研制治疗

≥°有确切疗效的新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参考文献

≈1 孙晓春 过敏性紫癜与免疫≈ 国外医学儿科分册

≈2 李亚荣 刘禹仁 过敏性紫癜的免疫异常状态≈ 临床儿科杂

志

≈3 赵荣荣 临床中药学研究进展≈ 北京 北京出版社

≈4 薜昭华 刘延兵 蔡昌学 等 中药/抗炎 号0注射液抗感染作

用机理的实验研究 对特异性体液免疫应答功能的影响

≈ 武汉医学院学报

≈5 王庆显 董秋燕 刘作芳 等 从血瘀证论治小儿过敏性紫癜

例≈ 中医杂志

≈6 张新民 沈自尹 王文健 等 补肾 !健脾活血类中药复方对老

龄小鼠免疫功能作用的对比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7 田庚元 中药免疫调节剂的研究和开发≈ 中国新药杂志

收稿日期 2 2

薄层色谱法检查注射用盐酸丁卡因中的有关物质的研究

金大源 姚爱平 姜丽丽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药学院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检查新药注射用盐酸丁卡因的有关物质 ∀方法  现版中国药典与美国药典均采用 × ≤ 法 ∀结果  强光照射试

验后中国药典法未检出杂斑点而美国药典法能检出杂斑点 ∀结论  采用美国药典法适用于注射用盐酸丁卡因有关物质的检

出 ∀

关键词 盐酸丁卡因 中国药典 美国药典 有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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