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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联合应用美常安胶囊和柳氮磺胺吡啶治疗轻 !中度溃疡性结肠炎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年 月至

年 月我院门诊或住院轻 !中度结肠炎患者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例 ∀对照组给予柳氮磺胺吡啶片

次 # 2 治疗组同时加服美常安胶囊 粒 次 # 2 疗程 周 ∀评价治疗前后总的疗效 !主要症状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总

有效率为 明显高于对照组 总有效率为 腹痛 !腹泻 黏液血便 !里急后重主要症状变化的比较二组间有统计学意

义 Π ∀结论  联合应用美常安胶囊和柳氮磺胺吡啶片 比单独应用柳氮磺胺吡啶片治疗轻 !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疗效

更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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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 ∏ √ ≤ 是一种病因尚不

十分清楚的直肠和结肠的慢性炎症性疾病 ∀病变主要限于

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 ∀临床表现以腹泻 !黏液脓血便和腹痛

为主病情轻重不等 多呈反复发作慢性病程 ∀溃疡性结肠炎

尚无特效而又无毒副作用的治疗方法 ∀我院从 年 月

至 年 月开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美常安治疗

本病 取得满意效果 现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收集临床确诊的初发型 !慢性复发型活动期轻 !中度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共 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对照

组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治疗组男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所有病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腹

泻 ∀合并有腹痛 例 !腹胀 例 !纳差 例 !发热 例 ∀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柳氮磺胺吡啶片 次 # 2 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同时加服美常安胶囊 含枯草杆菌 !肠球菌二连活

菌肠溶胶囊 由北京韩美制药公司生产 粒 次 # 2 三餐

前口服 疗程 周 ∀治疗前 !后进行症状学随访 并检查血 !

尿 !便常规以及肝肾功能 观察药物不良反应 所有病例治疗

前后均进行结肠镜检查 并在病变部位取活组织进行病理检

查 ∀

1 3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参照 年成都全国炎症性肠病学术研讨会

制定的标准 ≈ 及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对炎症性肠病诊

断治疗规范的建议 有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 !黏液及脓血

便伴腹痛 !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 ∀可有关节 !皮

肤 !眼及肝胆等肠外表现 ∀排除细菌性痢疾 !阿米巴痢疾 !慢

性血吸虫病 !肠结核等感染性结肠炎及缺血性结肠炎 !放射

性结肠炎等 ∀结肠镜检查发现病变多从直肠开始 呈连续性

弥漫性分布 有以下改变之一 黏膜血管纹理模糊 !紊乱 !充

血 !水肿 !易脆 !出血及脓性分泌物附着 也常见黏膜粗糙呈

细颗粒状 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糜烂或溃疡 慢性病

变者可见结肠袋囊变浅 !变钝或消失 !假息肉及桥形黏膜等 ∀

活检病理检查证实有糜烂 !溃疡及隐窝脓肿 腺上皮变性 !增

生及杯状细胞减少 ∀

1 4  疗效判断

完全缓解 临床症状消失 大便性状逐渐正常 结肠镜复

查黏膜无异常 ∀有效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结肠镜复查黏膜

轻度炎症或假息肉形成 无效 经治疗后临床症状 !内镜及病

理检查结果无改善 ∀

1 5  统计方法

采用样本率的 ς检验和均数的 τ检验 Π 为差异

有显著性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所有患者均坚持 周正规服药 发现联合

≥ ≥°和美常安胶囊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比治疗组患者明显

改善 因并且经统计学处理 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意义 Π

见表 ∀

表 1  治疗后两组间临床症状比较

分组 例数 完全缓解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2 2  主要症状疗效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腹痛 !腹泻 !黏液血便 !里急后重主要临床

症状的同组比较都 Π 有统计学差异 ∀治疗后两组腹

痛 !腹泻 !黏液血便 !里急后重临床症状比较 Π 两组

间差异有显著意义 见表 ∀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变化结果

治疗组 例数 对照组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腹痛

腹泻

黏液血便

里急后重

2 3  不良反应

两组治疗前后均复查肝 !肾功能和电解质无明显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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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复杂 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明确 已知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异常反应所导致的炎症反应

在 ≤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目前认为这是由多因素相互作用

所致 主要包括环境 !遗传 !异常免疫反应 ∀传统的研究认为

其发病机制主要有以下 个阶段 第一阶段 黏膜屏障本身

存在缺陷 使某些因子易于穿过肠黏膜 导致组织损伤 第二

阶段 淋巴细胞 !中性粒细胞 !巨噬细胞 !肥大细胞等炎症细

胞聚集在最初的损害部位 激发产生一系列炎症递质导致炎

症的产生和逐级放大 最终导致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 ≈ ∀

近年来 临床上对 ≤的治疗多采用联合药物治疗 如

≥ ≥°!激素 !免疫抑制剂 !益生菌等 ≈ ∀柳氮磺胺吡啶

≥ ≥° 是治疗本病的常用药物 该药口服后进入结肠 经细

菌分解为 2 ≥ 和磺胺吡啶 ∀ 2 ≥ 可能影响肠黏膜上皮

细胞黏膜组织内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抑制前列腺素合成 清

除氧自由基 诱导淋巴细胞的凋亡等发挥着抗炎作用 ≈ ∀但

由于 ≥ ≥°有抑菌作用 同时由于 ≤患者大量使用了抗生

素 反过来又抑制了细菌对 ≥ ≥°的分解作用 使 2氨基水扬

酸在结肠内的浓度不高 疗效受限 ∀

微生态制剂益生菌主要是指能够促进肠道菌群生态平

衡 对人体起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制剂 ∀其对肠道屏障作

用的影响主要通过生态平衡理论 !生物拮抗 !生物夺氧和参

与肠道局部液体免疫来实现 ∀本研究中采用枯草杆菌和肠

球菌二联活菌制剂 美常安 对 ≤患者进行治疗 显示了良

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常安的作用机制 ≈ 在于利用其生

物夺氧作用 ∀通过利用无毒 !无害的非致病性微耗氧微生物

枯草杆菌 使其暂时在肠内定植 降低局部氧浓度和氧还原

电位 造成适合厌氧的正常肠道优势菌群生长的环境 ∀从而

抑制需氧的 2杆菌生长 减少细菌及内毒素易位的发生 ∀而

耐胆盐的肠球菌与耐酸的枯草杆结合制成肠溶制剂 使其在

消化道中的存活率得以明显提高 ∀活菌数量大 且能与抗生

素合用 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其生物学效应 确保了治疗的有

效性 ∀

本文结果显示 采用美常安与柳氮磺胺吡啶两者联合治

疗对主要症状及内镜下的改善明显优于单用 ≥ ≥°∀二者的

合用可以从不同机制上阻断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 缩短疗

程 具有协同作用 能更好的控制病情 有较大的临床应用推

广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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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观察参麦注射液对慢性肺原性心脏病 ≤° ⁄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探讨 ≤° ⁄患者的发病与机体免

疫的关系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例 ≤° ⁄患者外周血 ×淋巴细胞亚群和 ≤⁄ 2 ≤⁄ 细胞 ×2°≤ 方

法检测 ! ƒ Χ 的表达 ∀结果  ≤° ⁄患者 ≤⁄ !≤⁄ 和 ≤⁄ ≤⁄ 比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并有统计学意义 而 ≤⁄

细胞高于对照组 ° 参麦注射液治疗后 ≤⁄ !≤⁄ !≤⁄ 2 ≤⁄ 细胞和 ≤⁄ ≤⁄ 比值都升高 其中 ≤⁄

!≤⁄ 细胞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而 ≤⁄ 细胞与治疗前比较降低 Π ∀参麦注射液能促进 ×细

胞分泌细胞因子 ! ƒ Χ 的表达 ∀结论  当 ≤° ⁄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时 选用参麦注射液治疗能够提高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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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肺原性心脏病 ≤° ⁄ 是由于肺功能或肺结构的损

害导致右心肥厚和扩张的疾病 它是呼吸系统的一种常见病

由于患病人数多 死亡率高 在世界居死亡原因第四位 根据

世界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 在 年 ≤° ⁄将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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