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降解细胞外基质功能的蛋白酶中最重要的一种 ∀同时

°2 也是所有 °≥中分布最广的 当细胞恶变时 常有

°2 的升高 ≈
°2 基因扩增和过度表达的肿瘤侵袭

性强 !恶性度高 ≈
°2 的过度表达与某些恶性肿瘤的进

展和预后有关 ≈ ∀

鸦胆子乳剂主要成分为油酸和亚油酸 ∀实验证明鸦胆

子乳剂为细胞周期非特异性抗癌药 对肿瘤细胞 ! !≥!

! 期有杀伤和抑制作用 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的 ⁄ 的

合成 配合化疗及放疗有增效减毒作用 ∀近年来研究还表

明 鸦胆子油乳具有逆转化疗药物的多药耐药 从而增强化

疗药物对肿瘤的作用 ≈ ∀而且鸦胆子油乳具有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的作用 并呈剂量依赖关系 ≈ 此外 鸦胆子油乳还

是其他抗癌药物的载体 使药物如阿霉素 ⁄ 充分包围

于油剂中富积于肿瘤区域 长期滞留 使肿瘤组织长期保持

药物的高浓度 从而与其他抗癌药物产生协同作用 ∀鸦胆子

乳剂经多年临床验证具有一定的抗肺癌作用 特别对肺癌颅

内转移 !胸膜转移所致恶性胸腔积液具较好疗效 ≈ ∀

本研究表明 肺癌 × 分期越高 血清 °2 水平升

高越明显 尤以 期 ! 期与 期 ! ∂ 期相差最为显著 ∀由

于临床分期与预后关系最为密切 因此 × 分期越靠后

°2 水平越高 转移风险越大 预后越差 生存期越短 ∀这

与中晚期肺癌患者 ! ∂ 期 易转移 !手术切除可能性小 !

预后差的临床实际相吻合 ∀两个疗程后 有效率 !获益率治

疗组虽有升高 但与对照组差别无显著意义 Π 扩大

病例数 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治疗组 °2 水平较对照

组显著降低且下降幅度更明显 差别有显著意义 Π

表明鸦胆子乳剂有 °抑制物样作用 ∀即能下调 °2

水平 减弱肿瘤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降解 抑制肿瘤的侵袭

与转移 从而改善预后 ∀这或许是鸦胆子乳剂抗肺癌颅内转

移 !延长生存期机制之一 ∀

本研究发现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与肿瘤

分期呈正相关 提示血清 °2 水平与其进展及预后相关 ∀

同时结果还显示鸦胆子乳剂具有下调患者血清 °2 的作

用 即有 °抑制物样作用 ∀从一新角度分析了鸦胆子乳

剂抗肺癌的作用 丰富了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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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组生长激素对慢性呼衰急性发作患者脱机率的影响

邵学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湖州

摘要 目的  探讨在呼吸机支持的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发作患者中应用生长激素治疗对脱机率的影响 ∀方法  本院 ≤

年 月 ∗ 年 月中 例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二组 ∀治疗终点为一个月观察期 ∀结果  治疗组一个月内脱机

成功 例 成功率 死亡 例 死亡率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有不同程度升高 ∀对照组脱机成功 例 占 死

亡 例 !死亡率 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改变不明显 ∀结论  呼吸机支持患者应用生长激素治疗可提高脱机率 其重要机

制是增加机体蛋白合成 提高呼吸肌肌力 ∀

关键词 呼吸衰竭 基因重组生长激素 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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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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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ΕΨ Ω ΟΡ ∆ Σ: ∏ √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的各个组织 !器官功能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衰退 ∀在蛋白质合成功能降低的情况下呼吸困

难所导致的呼吸机依赖 是脱机最大的困难 ∀本实验旨在探

讨应用基因重组生长激素治疗后对脱机成功率的影响 ∀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 年 月 ∗ 年 月 ≤ 患者中因

慢性呼吸衰竭急性发作时应用呼吸机患者 使用时间 曾

进行一次以上脱机失败者 ∀开始时均以经口或经鼻插管 如

一周内不能脱机改用气管切开 ∀入院时及 后均作一项规

定的生化项目测定 ∀患者分组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生长

激素治疗组与对照组 治疗组平均年龄为 ? 岁 对

照组平均年龄 ? 岁 观察终点时间为 ∀

1 2  治疗措施

积极进行抗菌治疗 本组患者在发病后有部分因急性高

血糖 需要胰岛素控制 按常规给予肠外或肠内营养支持 伴

有其他疾病者按情况对症处理 基因重组生长激素 瑞士雪

莱诺公司 每天 个单位 成功脱机后治疗停止 ∀未能脱机

者 治疗到终点 时停药 ∀

2  结果

2 1  治疗组脱机成功 例 死亡 例 对照

组脱机成功 例 死亡 例 ∀治疗组脱机成功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死亡率对照组明显高于治疗组 经 τ检

验显著意义 ∀

2 2  总蛋白和白蛋白的改变 见表 ∀

表 1  总蛋白和白蛋白的改变

Ταβ 1  × ∏

总蛋白 #

治疗前 治疗后

白蛋白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对照组 ? ? ? ?

Π

2 3  生化改变及胰岛素用量 见表 ∀

表 2  生化改变及胰岛素用量

Ταβ 2  ∏

肌酐 Λ #

治疗前 治疗后

尿素氮 #

治疗前 治疗后

总胆红素 Λ #

治疗前 治疗后

葡萄糖 #

治疗前 治疗后

胰岛素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Π值

3  讨论

慢性呼吸衰竭的患者常常可因急性感染 !重大手术或外

伤等应急情况下发生急性加重导致体内氧分压下降 二氧化

碳分压升高 急需呼吸机支持通气 ∀慢性呼吸衰竭往往是慢

性阻塞性肺病的基础上产生 ∀长期的气道阻塞 !肺泡弹性的

降低 呼吸频率增加 氧耗和体能消耗增加 长期处于营养负

平衡所产生的营养不良 全身肌肉不同程度的萎缩 !乏力 特

别是呼吸肌肌力的下降 ∀使用呼吸机后常常产生依赖 使拔

管产生困难 ∀国内曾有学者 ≈ 2 对手术后 !胸部外伤后 应用

基因重组生长激素治疗 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

手术后和重度创伤及严重感染均可产生应激 使机体处

于高代谢 !高分解状态 使蛋白质分解增加 血糖升高 ∀因

此 除按病因对症处理 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切断恶性循环

外 积极营养支持 促进蛋白质合成有其重要意义 ∀

近年来药理和临床研究 ≈ 2 显示 生长激素有促进蛋白

质合成 使肌肉中蛋白增加 可以改善呼吸机麻痹 减少呼吸

机依赖 ∀同时 它亦可改善肺组织结构和肺功能 促进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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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实验证明 ≈ 生长激素对大鼠肺组织的吸入性损伤有明显

的抗凋亡作用 ∀

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往往伴有心功能不全 生长激素有刺

激心肌细胞的蛋白代谢使心肌重塑 提高心肌的收缩力 能

量利用率 ≈ 因而在改善心功能的同时也间接地改善了呼吸

功能 ∀

生长激素最初有抗胰岛素作用 增加组织摄取葡萄糖和

氨基酸 降低脂肪分解 ∀数小时后有胰岛素拮抗作用抑制糖

的利用 促进脂肪分解 糖耐量降低 使血糖升高 出现糖尿 !

血中脂肪酸和酮体增加 ≈ ∀应用生长激素治疗中要注意患

者血糖的改变 而重症患者往往有应急性高血糖 ∀两组患者

每天均监测血糖 并调整葡萄糖的输入 较高者以胰岛素控

制 ∀我们的经验是有糖尿病或明确糖耐量降低的患者不宜

使用 在使用时每天监测血糖 根据血糖的改变 用胰岛素作

相应的处理 不至于发生代谢性并发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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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筋壮骨祛风汤治疗老年人慢性腰腿痛 62例

毛毅刚 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运用中药 强筋壮骨袪风汤结合推拿治疗老年人慢性腰腿痛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该治疗组 例 年龄 至

岁 每日内服 剂 共 剂为疗程 每日结合推拿治疗 ∀结果  治愈 症状消失 例占 ∀好转 关节有些隐痛 例占

∀未愈 疼痛减轻 跛行 例占 ∀结论  服药后缓解退行性骨关节病引起的疼痛症状 有效松解神经根受压 对全身

产生补气升阳 !强身壮骨的作用 ∀

关键词 中药 老年人 腰腿痛 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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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前 老年人群中患腰腿痛病员增 多 笔者从 年 月 ∗ 年 月 自拟强筋壮骨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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