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乳癖消合剂对乳腺增生大鼠乳腺病理组织学评级的影响

Ταβ 4  ∞ °÷ ¬ ∏ ∏ ∏

组  别
剂量

#

可评价

切片数

乳腺增生分级

?
值

正常对照   

模型对照   

乳块消胶囊  

乳癖消高剂量

乳癖消中剂量

乳癖消低剂量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Π

≤ ∏ Π √ ∏ Π

3 4  对乳腺增生大鼠子宫 !卵巢系数的影响

造模后大鼠子宫系数升高 卵巢系数下降 乳癖消合剂

各剂量组对上述变化有一定的改善趋势 而乳块消胶囊对造

模引起的上述改变无明显改善作用 ∀见表 ∀

表 5  乳癖消合剂对乳腺增生大鼠子宫 !卵巢系数的影响 ξ

? σ

Ταβ 5  ∞ °÷ √ ∏ ∏ √ 2

∏ ξ ? σ

组  别
剂量

#

体重 子宫系数

#

卵巢系数

#

正常对照   ? ? ?

模型对照   ? ? ?

乳块消胶囊  ? ? ?

乳癖消高剂量 ? ? ?

乳癖消中剂量 ? ? ?

乳癖消低剂量 ? ? ?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Π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Π

≤ ∏ Π √

∏ Π

4  讨论

乳腺增生为妇科常见病 发病率 ∗ 有一定的

致癌倾向 其产生与内分泌失调尤其是卵巢功能失调有关

对乳腺增生的治疗方法目前主要采用性激素替代疗法或手

术切除方法 但性激素不良反应较大 手术也往往不易为患

者接受 采用中药口服治疗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 乳腺增生属于 /乳癖 0 ! /乳中结核 0

范畴 其发病与冲任二脉关系至为密切 肾气不足 冲任失调

为发病之本 肝气郁结 痰瘀凝滞为发病之标 一般月经前期

加重 行经后减轻 ≈ ∀乳癖消合剂处方由柴胡 !郁金 !川楝

子 !白术 !仙茅 !天冬 !仙灵脾 !三棱 !莪术 !青皮 !陈皮等纯中

药组成 方中柴胡 !青皮 !陈皮疏肝理气 三棱 !莪术活血化

瘀 郁金 !川楝子行气止痛 白术 !仙茅 !天冬 !仙灵脾补肾健

脾 全方共奏疏肝解郁 !理气止痛 !活血化瘀 !温补脾肾的功

效 作为医院制剂用于乳腺增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本次动

物实验也证明了对大鼠实验性乳腺增生模型有明确的治疗

作用 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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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达莫注射液对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疗效及对心肌 ±×离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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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银杏达莫注射液对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治疗效果和对心肌 ± ×离散度的影响及安全性 ∀方法  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 治疗组加用银杏达莫注射液 稀释后静滴 对照组加用葛根素注射液 静滴 疗程均为 ∀治疗

期间密切观察患者心绞痛发作的次数 !程度及药物的不良反应 视病情随时做心电图检查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均做血 !尿常

规 !肝肾功能 !血脂 !血液流变学及动态心电图检查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对心肌 ± ×离散度的改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 不良反应轻微 ∀结论  银杏达莫注射液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效果显著 能显著的改善心肌 ± ×离散度 安全性好 还能

显著的降低血脂和改善血液流变学 ∀

关键词 银杏达莫注射液 不稳定性心绞痛 ± ×离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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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βσερϖατιον ον Χυρατιϖε Εφφεχτ οφ Γ ινκγο2∆ ιπψριδαµ ολυµ ον Υνσταβλε Ανγινα Πεχτορισανδ ΘΤ ∆ ισπερσιον

≠ 2 ∏ (ϑιναν Σεχονδ πεοπλεσΗοσπιταλ, ϑιναν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2⁄ ∏ ∏ ± ×

ΜΕΤΗΟ∆ Σ ∏ √ 2⁄ ∏

∏ ∏ 2⁄ ∏ √ √ ∏ √ 2⁄ 2

∏ ∏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2⁄ ∏ ∏

√ ∏ ∏ ∏ ¬ 2

∏ ∏ ΧΟΝΧΛΥΣΙΟΝ  2⁄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2⁄ ∏ ∏ ± ×

  银杏达莫注射液是从银杏叶中提取其有效成分并加入

一定数量的双嘧达莫而制成的复方制剂 ∀近年来应用于冠

心病的治疗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2 ∀我们选用银杏达莫注

射液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 ° 观

察该药对 °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并观察该药对 °患

者心肌 ± ×离散度的影响以及对血脂和血液流变学的治疗

作用 ∀

1  对象及方法

1 1  对象

我院 年 月至 年 月收治的 例 °患

者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均符合 年 • 的 °诊断标准 其中变异型心

绞痛 例 !初发型心绞痛 例 !恶性劳力型心绞痛 例 !梗

死后心绞痛 例 !静息型心绞痛 例 ∀将这些病例随机分

为银杏达莫组 治疗组 与葛根素组 对照组 前者 例

后者 例 ∀在性别 !年龄 !心绞痛类型及危险分层 !血脂 !血

液流变学方面 两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

1 2  方法

两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应用硝酸酯类 !肠溶阿司匹

林 !Β2受体阻滞剂 !钙离子通道阻滞剂 !极化液及肝素等 治

疗组加用银杏达莫注射液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 经 葡萄糖注射液或 氯化钠注射液

稀释后 静滴 ∀对照组加用葛根素注射液 静

滴 ∀疗程均为 ∀治疗期间观察患者心绞痛发作的次

数 !程度及药物不良反应 视病情随时做心电图检查 ∀治疗

前后两组患者均做血 !尿常规 !肝肾功能 !血脂 !血液流变学 !

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检查 ∀

1 3  ± ×间期及校正 ± ×离散度 ± × 的测定

治疗前后所有患者均描记常规 导联心电图 ∀以 ± ≥

波的起点为 ± ×间期的起点 以 ×波降至等电位线为 ± ×间

期的终点 每个导联连续测量 个 ± ×间期 取其平均值 ∀根

据 公式作心率校正 计算出校正的 ± ×间期 ± ×

± × 再计算出校正的 ± ×离散度 ± × ± × ¬

± × ∀

1 4  疗效评价标准

将 °的临床危险分层为高危 !中危 !低危三级 ≈ ∀显

效 疗程结束后心绞痛发作消失或基本消失 临床危险分层

改善 级或 级以上 ∀有效 治疗结束后心绞痛发作次数减

少一半以上 临床危险分层改善 级 ∀无效 治疗结束后心

绞痛发作次数无明显减少 心绞痛危险分层无改变 ∀

1 5  设备及检测方法

全自动血流变检测仪 型号 ƒ ≥≤ 重庆大学维

多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 ∀血小板聚集率测定 晨起空腹抽取

全血 用 枸橼酸钠抗凝 用 ≤ 2

血小板聚集率测定议测定 ⁄° Λ # 时的最大

血小板聚集率 ∀

1 6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加减标准差 ξ ? σ表示 百分比的比较

采用 分析 组内和组间指标比较采用 τ检验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显效率 对照

组的总有效率为 显效率 ∀两组总有效率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

表 1  治疗组与观察组疗效比较 ≈ν

Ταβ 1  × ∏

ν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经 分析 Π . (υ . , Π

. )

× ∏ Π

2 2  对 ± ×离散度和室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治疗后两组 ± ×离散度 ± × 均明显缩短 两组相比有

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两组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均减少 两组

相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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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 × 及室性心律失常的变化

Ταβ 2  × ¬ ± × √ 2

∏ ∏

ν
± ×

治疗前 治疗后

室性心律失常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对照组 ? ?

注 两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Π Π 治疗后两组间比

较 Π Π

× ∏ Π

Π ∏

Π Π

2 3  对血脂的影响

治疗组胆固醇 ! ⁄ 2≤降低幅度与治疗前相比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 2≤升高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

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两组间血脂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

2 4  血液流变学的变化

治疗后治疗组红细胞压积 !血小板聚集率与治疗前相比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与对照组红细胞聚集率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 ∀对照组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

2 5  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治疗组血 !尿常规 !肝肾功能检查均在正常范

围 例出现轻度恶心 对症治疗后好转 未影响治疗 对照组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比较 #

Ταβ 3  × ¬ ∏

ν
胆固醇 三酰甘油 ⁄ 2≤ ⁄ 2≤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注 两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Π Π

× ∏ Π Π ×

∏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比较 ξ ? σ

Ταβ 4  × ¬ ∏ ξ ? σ

ν
高切全血黏度 Λ # 低切全血黏度 Λ # 红细胞聚集度指数 红细胞压积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ν
红细胞变形性指数 血浆黏度 Λ # 血小板聚集率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注 两组内治疗前后比较 Π Π 两组间治疗后比较 Π

× ∏ Π Π × ∏ Π

除 例出现轻度高钾血症外 其他患者血 !尿常规 !肝肾功能

检查均在正常范围 例出现皮疹 例经对症治疗后均好

转 ∀

3  讨论

°大多数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发生斑块

破裂诱发血管痉挛 !以至富含血小板的 /白色血栓 0形成 导

致管腔狭窄一过性加重或接近完全闭塞 从而引起心肌缺

血 !心肌复极不一及心律失常 甚至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或猝

死 ≈ ∀银杏达莫注射液能有效的缓解血管痉挛 抑制血栓形

成 改善心肌供血 ∀对 °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 ∀

°发作时常可造成缺血与非缺血部位的心肌复极不同步

在心电图上表现为 ± ×离散度增大 它的增大有利于折返激

动的发生 从而诱发室性心律失常 而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往

往是 °患者的死亡原因 ∀我们观察到银杏达莫注射液能

显著的缩小 ± ×离散度 减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同时它

还可显著的降低胆固醇及 ⁄ 2≤ 升高 ⁄ 2≤∀显著的改善

红细胞压积和血小板聚集率 ∀治疗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药理学研究表明 ≈ 2 银杏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主要为黄酮类

和银杏内酯类 ∀黄酮类和银杏内酯类能 ≠ 清除自由基 保护

血管内皮细胞 ∀ 提高缺血组织对氧及葡萄糖的利用率 抑

制因缺氧而引起的细胞水肿 ∀ ≈ 刺激前列环素和内皮舒张

因子的生成 解除动脉痉挛 增加血流量 ∀ …预防血小板激

活因子 ° ƒ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素增加 降低血液黏

稠度 改善血液流变学 ∀ 改善心肌复苏功能 减少再灌注

所致室性早搏次数 ∀ 降低血脂 可明显降低三酰甘油及

⁄ 2≤含量 ∀我们观察到其降低胆固醇及 ⁄ 2≤ 升高

⁄ 2≤明显 而降低三酰甘油不明显 ∀因双嘧达莫也有扩张

冠状动脉 抑制血小板聚集 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故与黄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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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杏内酯类联合应用可起到协同效果 ∀我们认为 银杏达

莫注射液治疗 °效果显著 安全性好 还能显著的改善心

肌 ± ×离散度 !显著的降低血脂和改善血液流变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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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提取物直接或内皮依赖性地引起大鼠血管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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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药学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杜仲不同溶剂提取物的舒血管作用并探讨其乙醇提取物的血管舒张机制 ∀方法  大鼠胸主动脉环张力测

定法 ∀结果  在内皮完整血管 杜仲水提物 ± ∞ 及醇提物 ∞ 均可显著降低 °∞诱发的血管张力 但醇提物作用显著

大于水提物 醇提物的血管舒张活性显著高于其不同溶剂萃取物 ∀杜仲醇提物对去内皮血管的舒张作用显著低于对内皮完

整血管 ∀ Λ2Ν2硝基精氨酸甲酯 Λ2 ∞ ! 2≈ 草酸重氮 ≈ 2 喹噁啉 ⁄± !吲哚美辛 ⁄ 可以显著降低

∞ 的舒血管作用 Π 四乙氨 ×∞ ! 2氨基吡啶 2 ° 对 ∞ 的作用无显著影响 但格列苯脲

可以明显削弱 Π ∞ 的血管舒张作用 ∀ ∞ 对无钙环境下肾上腺素 °∞ 引起的收缩有显著影响 Π ∀结

论  杜仲乙醇提取物可以直接或内皮依赖性地引起血管舒张 其机制既与 ° 介导的途径有关 也与其抑制电压依从性

钙通道和激活 ×°敏感钾通道有关 ∀

关键词 杜仲 主动脉 舒张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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