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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宁对重型肝炎患者血小板活性的影响

李  军  武  丽  李胜星 郑州 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脉络宁对重型肝炎患者血小板活性的影响 ∀方法 采用 ∞ ≥ 法和单克隆酶联免疫吸附法 检测

了 例慢性重型肝炎患者和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浆内血小板 Α颗粒膜蛋白 °2 和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相

关抗原 √ • ƒΒ 含量 ∀ 例慢性重型肝炎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一般治疗组和脉络宁治疗组 在一般治疗基础上

加用脉络宁 疗程两周 ∀结果 慢性重型肝炎患者血浆 °2 !√ • ƒΒ 含量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Π

∀脉络宁治疗组用药两周后 血浆 °2 !√ • ƒΒ 水平均明显下降 Π ∀结论 慢性重型肝炎患者血

小板处于明显活化状态 脉络宁对该病患者的血小板活性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

关键词  慢性重型肝炎 血小板活性 脉络宁

Εφφεχτ οφ Μαιλυονινγ ον πλατελετ αχτιϖιτψιν πατιεντσ ωιτη σεϖερε ϖιραλ ηεπατιτισ

∏ • ∏ • ∏ ≥ ¬ ≥÷ ( Τηε Φιρστ Αφφιλι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 Ηεναν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

Ζηενγζηο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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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型肝炎病情进展迅速 死亡率甚高 微循环障碍

是肝细胞进一步坏死及各种并发症的重要病理生理基

础 其中血小板的活化参与了这一病理过程≈ ∀近年

来 国内外学者对重型肝炎患者的血小板功能 作了一

些研究 试图阐明血小板的功能状态与重型肝炎及其

并发症的关系 但各家报道不一 为此 我们检测了慢

性重型肝炎 慢重肝 患者血浆内血小板 Α颗粒膜蛋白

°2 和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相关抗原 √ • ƒΒ

水平 ∀同时用脉络宁治疗后观察上述指标的变化 以

了解该病情早期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功能的变化及脉络

宁对两者的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例慢性重型肝炎患者为我院

年 月至 年 月的住院患者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诊断皆符合 年 月

北京第五次全国传染病寄生虫病会议制订的诊断标

准≈ ∀全部病例均除外血小板疾患 实验前 周未用

过阿斯匹林等对血小板有影响的药物 将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 一组为一般治疗组 共 例 其中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该组病人临床治愈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例 未愈而要求出院 例 死亡 例 并发上消化道出

血 例 肝性脑病 例 肝肾综合征 例 ⁄ ≤ 例 ∀另

一组为脉络宁治疗组 共 例 其中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该组病人临床治愈 例

未愈要求出院 例 死亡 例 并发上消化道出血 例

肝性脑病 例 肝肾综合征 例 ∀正常对照组 为门诊

健康体检者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

1 2  标本的采集及处理  所有被检者均取空腹静脉

血 于病人住院后 之内完成 抗凝剂采用

∞⁄× 2 采血后尽快低温离心 分离血浆后置 ε

冰箱内保存待测 ∀

1 3  给药方法  一般治疗组 给予降酶 !利胆 !支持及

对症治疗 ∀脉络宁治疗组 在一般治疗基础上 给脉络

宁针 加入 生理盐水中静滴 每天一次 连用

两周 ∀两组病人均于治疗两周后 再次采空腹静脉血

观察指标 ∀

1 4  检测指标与方法  血浆 °2 采用 ∞ ≥ 法

√ • ƒΒ 采用单抗酶联免疫吸附法≈ 所用药盒由苏州

医学院血栓与止血研究室提供 统计学处理采用 τ检

验 ∀

2  结  果

2 1  慢性肝患者血浆 °2 !√ • ƒΒ 含量的变化

 病人组血浆 °2 和 √ • ƒΒ 含量均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 Π 见表 ∀

表 1  慢重肝患者血浆 °2 !√ • ƒΒ 含量的变化

ξ ? σ

组  别 例数 °2 Λ # √ • ƒΒ

正常对照组   ?   ?

病人组   ? 3 ? 3

注 病人组与对照组比较 3 Π

2 2  脉络宁对慢重肝患者血浆 °2 !√ • ƒΒ 水

平的影响  一般治疗组用药两周后 其血浆 °2 !

√ • ƒΒ 含量与用药前比较无显著差异 Π 脉

络宁治疗组用药两周后 血浆 °2 !√ • ƒΒ 水平

均明显下降 Π 见表 ∀

3  讨  论

重型肝炎时 及早获得微血栓形成的先兆给予及

时治疗十分重要 而血管内皮损伤及血小板活化在微

血栓形成中起关键作用 ∀ °2 表达在活化血小板

表面并释放入血浆 成为血小板活化的特异标志≈ ∀

当动脉 !静脉 !微血管受损时 √ • ƒΒ 释放增多≈ 它

是反映血管有否损伤的敏感指标之一 ∀作者通过检测

表 2  脉络宁对慢重肝患者血浆 °2 !√ • ƒΒ 3含

量的影响 ξ ? σ

组  别 例数 °2 Λ # √ • ƒΒ

一般治疗组  

治疗前      ?   ?

治疗后    ? ?

脉络宁治疗组

治疗前    ? ?

治疗后    ? 3 ? 3

注 脉络宁治疗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 3 Π °2

血小板 Α颗粒膜蛋白 √ • ƒΒ 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相关抗原

例慢重肝患者 例正常人的血浆内 °2 含

量 发现慢重肝患者血浆 °2 含量显著高于正常

对照组 说明其血小板活化功能增强 ∀√ • ƒΒ 水平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提示该病患者存在血管内皮损伤 ∀

脉络宁注射液系由中药玄参 !牛膝等药物经化学

提取后制成的复方注射液 药理和生化等方面的实验

研究 证明本品有扩张血管 改善微循环 增加血流量

及抗凝 溶血栓等作用≈ ∀本研究脉络宁治疗组用药

两周后血浆 °2 √ • ƒΒ 含量与治疗前比较明显

下降 而另一组经一般治疗两周后 上述各观察指标无

显著差异 ∀提示脉络宁对慢重肝患者的血小板活化具

有明显抑制作用 其改善血液循环作用与抑制血小板

活化可能有一定关系 √ • ƒΒ 含量的下降可能与血液

循环改善 !损伤内皮得以恢复有关 ∀从临床治疗效果

看 脉络宁治疗组 例病人 例临床治愈出院 治愈

率为 而一般治疗组的 例病人仅有 例临床

治愈 治愈率为 ∀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 在慢重肝

治疗基础上 加用脉络宁将是提高治愈率的一个新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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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ΠΙΙβ/ ΙΙΙα拮抗剂 ιντεγριλιν在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围术期

的运用

孙  勇  王建安  何  红  郭航远  蒋晨阳  周斌全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心内科

摘要  目的 报告 ° 拮抗剂 在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围术期运用的方法和结果 ∀方法 例接

受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患者动脉穿刺完成后即刻注入 Λ 然后按 Λ 维持 维持时间

为 联合应用阿司匹林 !° √ ¬!肝素等其他抗凝和抗血小板药物 ∀常规监测 ≤× !°× 和 °×× 出院前及术后

月复查血细胞各 次 ∀结果 全部患者均在术后 拔除鞘管 无穿刺部位显著血肿形成者 无冠状动脉急性和

亚急性血栓形成者 ∀术后血小板无显著改变 术后 例患者 ≤× 在 内和 例在 内恢复至 [ °×× 在术

后 与术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 和血小板记数术前 !术后无显著性改变 ∀术后随访 月 无心绞痛症状复发

者 ∀结论 ° 拮抗剂 在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围术期运用 结合抗血小板药物 ° √ ¬和阿司匹

林 能显著减少肝素用量和缩短运用时间 缩短血管鞘的留置时间 而未显示增加出血危险性 也未发生支架内血

栓形成者 ∀

关键词  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 ° 拮抗剂

Αππλιχατιον οφ ΓΠΙΙβ/ ΙΙΙα ρεχεπτορ ανταγονιστ (Ιντεγριλιν ) ιν περι2περχυτανεουσ τρανσλυµιναλ

χατηετερ ανγιοπλαστψ ανδ στεντ ιµ πλαντατιον

≥∏ ≠ ≥∏ ≠ • . • ετ αλ(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χαρδιολογψ , Σιρ Ρυν Ρυν

Σηαω Ηοσπιταλ , Ηανγζηο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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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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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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