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分子又称为 °2 ° ° ⁄ ∞蛋白 其相对

分子质量为 存在于血小板 Α颗粒的内表面 血小板

未发生活化时 其表面不表达 ≤⁄ 一旦血小板受到各种因

素的刺激 发生释放反应 Α颗粒就会与微管系统表面融合

导致 ≤⁄ 出现于血小板的外表面 ∀血小板输后 的体内

回收率与表达 ≤⁄ 的血小板百分数呈负相关 ≈ ∀因此在

血小板保存研究中常常把 ≤⁄ 分子的表达作为衡量血小板

活化程度的一个敏感指标 ∀本实验结果显示 经 ε 冰冻

保存后 血小板表面 ≤⁄ 的表达显著增加 随着 ⁄ ≥ 浓度

的降低 血小板表面 ≤⁄ 的表达明显增加 通过在含

⁄ ≥ 的浓缩血小板中添加 Λ 的硝普钠 能显著降

低 ≤⁄ 的表达 与含 ⁄ ≥ 的冰冻血小板接近 说明硝

普钠具有显著抑制 ≤⁄ 分子在冰冻血小板表面表达的作

用 显示出其联合 ⁄ ≥ 冰冻保存血小板的可行性 当

然还需从血小板的形态学 !超显微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对血小

板冰冻保存的效果进一步加以研究 !观察 ∀另外 硝普钠是

一种血管扩张药 具有较强的降压作用 ∀含硝普钠的冰冻血

小板制剂在临床输用时 应严格控制输注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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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 ∏ ≥ ∏ ∏

还原型谷胱甘肽在老年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肝损害患者中的应用

雷澍 吴艳春 王灵聪 吴建浓 郭小文 浙江省中医院重症监护室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探讨还原型谷胱甘肽 ≥ 对老年慢性肺心病患者急性加重期肝损害的作用 ∀方法  例 岁以上老年慢性

肺心病急性加重期肝损害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所有入选患者采用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常规方案治疗 ∀对照组 ν 护

肝采用静脉滴注肌苷 维生素 ≤ 和门冬氨酸钾镁 次 连用 周 ∀治疗组 ν 护肝采用 ≥ 经静

脉输入 次 连用 周 ∀同时监测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血丙氨酸转氨酶 × !天冬氨酸转氨酶 ≥× !总胆红素 × !

总胆汁酸 × !白蛋白 !凝血酶原时间 °× 及 2 ∏ 评分并进行对照比较 ∀结果  治疗组较对照组在慢性肺心

病急性加重期肝损害的肝功能复常方面显示更为良好的治疗效应 × ≥× × × 和 2 ∏ 评分改善明显好于对照

组 Π均 治疗组 内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Π °× 出院时的死亡率和 内多脏器

功能障碍综合征 ⁄≥ 发生率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Π均 ∀结论  ≥ 治疗老年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肝

损害是有效的和安全的 ∀在慢性肺心病常规方案治疗的基础上应用 ≥ 对老年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肝损害具有一定

的改善作用 其疗效优于常规护肝治疗 ∀

关键词 还原型谷胱甘肽 慢性肺心病 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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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β 1  ≤ ∏

表 1  两组病例治疗前相关资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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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β 2  ∏ ξ ? σ

表 2  两组慢性肺心病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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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Π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Π 差值 治疗前 治疗后

Ταβ 3  °

表 3  两组慢性肺心病患者治疗后转归及并发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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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活性 22羟基 232苯基 242苯甲酰基 2Ν2甲基 2Χ2内酰胺的制备研究

作者简介 林汉森 2 男 广东澄海人 副教授 硕士 从事药物化学的教学及药物合成方面的研究

林汉森 周玉平 张万金 广东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广东  广州

摘要 目的  制备有光学活性的 2羟基 2 2苯基 2 2苯甲酰基 2Ν2甲基 2Χ2内酰胺 ∀方法  利用 2羟基 2 2苯基 2 2苯甲酰基 2Ν2甲基 2

Χ2内酰胺结构上的 位羟基与 2 2艹孟氧基乙酸成酯 得两个非对映异构体混合物 和 经分离后分别水解的方法来拆分

其外消旋体 ∀结果  得到光学活性的 2和 2 2羟基 2 2苯基 2 2苯甲酰基 2Ν2甲基 2Χ2内酰胺 总收率分别为 和

以外消旋体 计 ∀结论  该拆分方法操作简单 形成的非对映异构体容易通过重结晶及色谱方法进行分离 ∀

关键词 2羟基 2 2苯基 2 2苯甲酰基 2Ν2甲基 2Χ2内酰胺 艹
孟氧基乙酸 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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