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两组比较 Π Π

∏ Π Π

2 3  两组存活率的比较 见表

表 3  两组存活率的比较

Ταβ 3  × ∏√ √ ∏

组别 例数 存活数 存活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两组比较 Π

∏ Π

2 4  贺普丁安全性观察

在贺普丁的治疗过程中 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如血

小板的进行性下降 本已严重的消化道症状进一步加重等 ∀

3  讨论

重型乙型肝炎的发生主要系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阳

性细胞毒性 × 细胞攻击表达有 肝细胞导致大量肝细

胞溶解和凋亡 继而肠源性内毒素激活肝内外单核巨噬细

胞 释放大量炎性介质 引起肝窦内皮细胞损伤 血栓形成

肝内微循环障碍和大量肝细胞缺血缺氧性坏死和凋亡 二次

打击的叠加 造成肝脏大块或亚大块坏死 其中肝炎病毒则

是激发强烈免疫反应的启动因素 故选用安全可靠的抗病毒

制剂 抑制及清除肝炎病毒 减少或阻止肝细胞的进一步坏

死 提高存活率有积极意义 ∀

贺普丁通过竞争抑制 ∂ 聚合酶 使 ∂ 的前基因

不能逆转录为负链 ⁄ 同时又抑制负链向正链

⁄ 和双股 ⁄ 复制 使肝组织中 ∂2⁄ 减少并间接

减少其蛋白表达 从而减少了效应细胞所释放的各种炎性介

质 并阻断肝细胞进一步坏死的恶性循环 国外也有报道该

药用于治疗与 ∂ 相关的肝衰竭≈ ∀

本研究结果显示 贺普丁治疗病毒高复制状态中的慢性

重型乙型肝炎 具有快速抑制病毒复制 顿挫黄疸 改善肝功

能的作用 从而明显提高存活率 对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的治

疗有积极意义 且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 ∀在治疗过程中 我们还体会到 使用该药首先要得到患

者及家属的配合 签署同意书 其次要选择病毒高复制状态

中的患者 早期 !足量 !长期服用 ∀由于本组资料仅是近期观

察 且病例数较少 故未发现病毒变异及不良反应 确切疗效

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对降低慢性重型乙型肝炎的死亡率 本

治疗似有一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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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乐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观察

王建 贾卫东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

摘要 目的  探讨门冬氨酸钾镁葡萄糖注射液 益乐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 例 ∀治疗组应用益乐 静脉滴注 同时联合应用甘利欣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静脉滴注 每日一次 ∀对照组给予甘利欣治疗 两组疗程均为一个月 ∀治疗前后各检测肝功能 及

∂2⁄ ∀结果  治疗组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 ∀结论  益乐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退黄疗效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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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ΟΝΧΛΥΣΙΟΝ  ≠ ∞

ΚΕΨ ΩΟΡ ∆Σ :

  慢性乙型肝炎在我国发病率高 目前临床还没有特效的

治疗方法 ∀疗效肯定的抗病毒药物 如干扰素 !拉米夫定等

使用时受病情限制 尤其是慢性乙型肝炎 中 !重度 患者出

现较高黄疸时不适合抗病毒治疗 应以保肝 !退黄 !降酶治疗

为主 ∀本实验应用益乐 门冬氨酸钾镁葡萄糖注射液 联合

甘利欣注射液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例 旨在探讨其护肝 !退

黄治疗方面的疗效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年 月至 月医院收治的有黄疸的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岁 ∀病程 ∗ 年 平均 年 ∀诊断参照 年 月

于西安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传染病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

诊断标准 其中慢性肝炎中度 例 重度 例 ∀治疗前

× 正常上限 倍以上 总胆红素大于 Λ 小于

Λ ∀将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例和对照组

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 !病程 !× 黄疸指数 × 水

平等方面均有可比性 ∀

1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应用益乐 门冬氨酸钾镁葡萄糖注射液

静脉滴注 同时联合应用甘利欣注射液 葡萄糖

注射液 静脉滴注 每日一次 ∀对照组给予甘利欣注

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静脉滴注治疗 每日

一次 两组疗程均为一个月 ∀两组患者同时给予一般口服保

肝药物治疗 如熊胆胶囊 护肝片等 ∀

1 3  疗效标准

显效 自觉症状消失 肝功能指标完全恢复正常 ∀有效

主要症状消失 肝功能指标明显好转 ∀无效 症状 体征及实

验室检查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 甚至恶化 死亡等 ∀

1 4  统计学方法

率的比较采用 ς 检验 ∀

2  结果

2 1  症状 体征及肝功能变化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 乏力 !纳差 !恶心 !呕吐及肝区不适

应等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 ∀绝大部分患者的黄疸及转氨

酶在疗程结束时明显改善 ∀疗程结束时 治疗组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明显优于对

照组 Π ∀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

Ταβ 1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显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 Π ∀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改变

Ταβ 2  ≤ √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后
×

Λ

×

治疗组 治疗前 ? ?

治疗后 ? ?

对照组 治疗前 ? ?

治疗后 ? ?

与治疗前比较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与治疗前比较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

  从表 可以看出两组患者治疗后 × 指标均有明显改

善 Π 治疗组 × 总胆红素 指标改善程度明显优

于对照组 Π ∀

2 2  两组 ∂ 标志物的变化

疗程结束时 阴转率两组均为零 ∀ 及

∂2⁄ 阴转率 治疗组分别为

对照组分别为 ∀两组比较无

明显差异 Π ∀

2 3  不良反应

治疗组 例患者在静脉滴注益乐时有恶心 无呕吐 ∀减

慢滴速后症状消失 不影响继续治疗 ∀未发现头晕 皮疹等

其它不良反应 ∀

3  讨论

乙型肝炎发病率高 病程长 易复发 容易导致病情慢性

化 ∀慢性乙型肝炎 中度及重度 发病机制较为复杂 主要与

病毒在肝细胞内的持续复制和免疫调控失常有关 ∀因病毒

不能消除 不断感染健康肝细胞 并激活免疫损伤机制 使肝

细胞受损范围不断扩大 进行性加重≈ ∀门冬氨酸对细胞有

较强的亲和力 作为钾镁离子的载体可提高细胞内钾镁离子

的浓度 是主要磷酸化合物全盛与分解的催化剂 镁是生成

高能磷酸不可缺少的离子 是糖代谢中的许多酶的活性催化

剂 × °合成充足 能促进肝细胞合成与再生 从而有利于退

黄与降酶 ∀

本实验应用益乐联合甘利欣注射液治疗慢性乙型肝炎

例 ∀结果显示 治疗组 × × 和临床症状均有明显

改善 ∀治疗组黄疸消退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 ∀提

示益乐与甘利欣注射液联合应用能有效改善肝功能 降低转

氨酶 退黄效果显著 优于单用甘利欣注射液 也与目前临床

常用的一些退黄药物苦黄注射液等退黄疗效相近≈ ∀甘利

欣有较强的抗炎 !保护肝细胞膜和溶酶体膜的作用 门冬氨

酸钾镁有较好的退黄作用 说明益乐与甘利欣联合运用 在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退黄及改善肝功能方面有协同作用 ∀

我们认为患者在病情处于活动期 尤其是有黄疸的慢性

乙型肝炎 中度及重度 患者应用本疗法可减轻肝组织的免

疫损害程度 有效退黄 达到进一步改善肝功能 稳定病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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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试验在治疗过程末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是一种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安全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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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葵抗疲劳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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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黄秋葵抗疲劳作用 ∀方法  小鼠经黄秋葵水提液灌胃 剂量 # # 或经人参水提

液灌胃 剂量 # # ∀然后进行游泳实验 耐缺氧实验 耐寒 !耐热实验并测定小鼠剧烈运动后血乳酸水平 与

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  黄秋葵水提液明显提高小鼠耐力 Π 明显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 Π 及耐寒 !耐热能

力 降低小鼠剧烈运动后血乳酸水平 Π ∀结论  黄秋葵水提液具有抗疲劳作用 ∀

关键词 黄秋葵 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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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οκρα

  黄秋葵 οΚρα 属于锦葵科 √ 秋葵属 Αβελ2

µ οσχηυσ 咖啡黄葵 ≈ Αβελµοσχηυσ εσχυλεντυσ 植

物 原产于印度 现广泛栽培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吕美云等

对食用秋葵的药用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 提示其有助于提

高人体免疫能力 ∀为探讨黄秋葵的药理作用 本实验进行了

黄秋葵水提液对小鼠耐力 !耐缺氧 !耐热 !耐寒能力影响的实

验并测定了运动后小鼠血乳酸水平 评价黄秋葵的抗疲劳作

用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实验材料

1 1  生药

黄秋葵为引进日本黄秋葵种子在浙江上虞栽培成熟 经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分类学傅承新教授鉴定为锦葵科

秋葵属咖啡黄葵植物 实验用 月份新鲜采摘的药材阴干后

的果实 粉碎后倒入圆底烧瓶 加入蒸馏水

文火煮 将提取液过滤 再加入 蒸馏水提取一

次 ∀合并二次提取液 减压浓缩至 得含生药量 #

的浓水提液 临用前用蒸馏水稀释至 # 备

用 ∀人参为吉林产移山参 水提 !浓缩至 # 临用

前稀释至 # 备用 ∀

1 2  实验动物

≤ 小鼠 只 由浙江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雄性 体重

∗ ∀将小鼠分别称重 编号 随机分为黄秋葵组 高剂

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人参组 与对照组 ≤ ∀

各组灌胃 剂量分别为 # # #

# # # # # ∀对照组 ≤ 给

予等剂量的蒸馏水 ≅ ∀

2  方法与结果

2 1  黄秋葵水提液对小鼠耐力的影响

##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