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K;

活性水平显著升高!而肺腺癌则与

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与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测定血清
([)K;

活性对恶性肿瘤的诊断有一

定的价值!特别对肝癌&结肠癌及肺鳞癌不失为
!

个较好的肿

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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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注射液联合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观察

周海燕

!广东省韶关市职业病防治院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丹红注射液联合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治疗脑梗死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择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作为

观察组"随机选择与观察组病情$年龄$性别相同的同期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应用
'&59

丹红注射液加入
'(&59

生理盐水$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2%5

.

加入生理盐水
!&&59

"静脉滴注"

!

次+日"对照组应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59

加入生理盐水
'(&

59

静脉滴注"

!

次+日"

'

组疗程均为
!6H

"比较
'

组疗效%结果
"

观察组总有效率!

%"2##8

#明显优于对照组!

#$8

#!

E

)

&2&!

#%

'

组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

丹红注射液联合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对急性脑梗死有较好疗效%

关键词"脑梗死,

"

丹红注射液,

"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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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是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近年研究发

现丹红注射液可活血化瘀!通脉舒络!具有降低纤维蛋白原&降

低血黏度&抑制血小板凝聚&抗凝等作用!可改善微循环&抑制

微栓子形成-

!)'

.

!而脑细胞代谢药物$$$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治疗脑梗死也有一定疗效!但两药联合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报道

较少%本组应用丹红注射液联合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治疗

!(&

例急性脑梗塞患者!近期疗效满意!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急性脑

梗死患者
'(&

例!均符合脑梗死诊断标准-

$

.

!且患者均已做头

颅
Y;

或
FB?

检查确诊!并排除出血性疾病&活动性溃疡&脑

水肿等%随机分为观察组
!(&

例与对照组
!&&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b!&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6'

例!年

龄*

#!b!!

,岁+两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2&(

,%

?2@

"

方法

?2@2?

"

治疗方法
"

观察组应用丹红注射液
'&59

加入生理

盐水
'(&59

中&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
&2%5

.

加入生理盐水

!&&59

中!静脉滴注!

!

次(日!对照组应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

59

加入生理盐水
'(&59

中静脉滴注!

!

次(日+

'

组疗程均为

!6H

%

'

组均口服肠溶阿司匹林和辛伐他汀%

?2@2@

"

疗效判断标准
"

治疗
'

个疗程时分别进行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评分*

-GN>4=4

.

13,=HG@131+034>G

!

KS:

,!并进行疗效判

定'*

!

,基本痊愈!

KS:

减少
"!8

!

!&&8

!病残程度
&

级+*

'

,

显著进步!

KS:

减少
6#8

!

"&8

!病残程度
!

!

$

级+*

$

,进步!

KS:

减少
!%8

!

6(8

+*

6

,无效!

KS:

减少或增加
!%8

以内+

*

(

,恶化!

KS:

增加
!%8

以上+*

#

,死亡%

?2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2&

统计软件!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2?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

两组患者均完成治疗!临床疗效比

较见表
!

%

@2@

"

两组治疗前后
KS:

变化比较
"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KS:

分别为
'$2"(b*2#(

&

'$2"(b*2#(

!两组无统计学意义差

异*

E

$

&2&(

,+治疗后
KS:

明显降低!分别为
!'2""b*266

&

!"2'(b*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2A

"

不良反应
"

两组用药前后的神经功能及尿常规无变化%

)

6&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D9,EFGH

!

F,>3I'&!!

!

J4=2$'

!

K42$



表
!

""

观察组%对照组疗效比较&

#

#

8

$或
#

'

组别
#

基本痊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恶化 死亡 总显效率

观察组
!(& %&

*

($2$$

,

((

*

$#2##

,

"

*

#2&&

,

6

*

'2##

,

'

*

!2$$

,

&

*

&2&&

,

!'(

*

%"2##

,

#

对照组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2&&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E

)

&2&!

%

A

"

讨
""

论

脑梗死是急性脑血管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其发病率

高&病残率高&死亡率高!病因复杂!若不给予有效治疗!可导致

大块梗死!脑出血!甚至导致患者死亡%丹红注射液的有效成

分为丹参和红花%丹参性微寒!通血脉!散瘀结!是为主药+红

花性温!化瘀血!通经络!是为辅药+丹参为沉降物!红花为升浮

之品!二药同用!一升一降!去瘀生新!除邪而不伤正!内外通

和!行气活血之功尤为显著%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丹红注射液

通过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可延缓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通过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和释放
KA

和

内皮素!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进而产生抗动脉粥样硬化

的作用-

6

.

!并可抑制
K̀)

5

V

活性剂减少超敏
Y

反应蛋白的生

成!减轻血管壁炎性反应!进而产生抗动脉作用硬化作用-

(

.

%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是由新鲜小牛血或血清经去蛋白&浓

缩&超滤&冻干等工艺制得的一种含有无机盐及小分子有机物

的无菌冻干品!是一种新型的改善脑细胞代谢的药物!可增强

组织细胞对氧及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改善细胞乏氧状态%本

研究结果显示!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联合丹红注射液和小

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治疗脑梗死观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因此!联用丹红注射液和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是治疗脑梗死的

一种有效方法!且安全性高!方便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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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C3

P

和血清脂联素

水平的变化及相关性研究

王加平"孟晓波"秦文敬"宋怀方"梅
"

燕"刘
"

玲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连云港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了
'

型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C3

P

#和血清脂联素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应

用两点速率法和
Q9?:7

法分别对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治疗前后血浆
C3

P

和血清脂联素水平测定"并与
$(

例正常健康者

作比较%结果
"

在治疗前"

'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
C3

P

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E

)

&2&!

#"而血清脂联素水平则低于正常对照组

!

E

)

&2&!

#"经
$

个月治疗后"患者血浆
C3

P

和脂联素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血浆
C3

P

水平与脂

联素水平呈负相关!

8Z]&26&%(

"

E

)

&2&!

#"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呈正相关!

8

分别为
&2#!$6

和
&2("!'

"

E

)

&2&!

#%结论
"

检测
'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
C3

P

和血清脂联素水平的变化对疗效观察$预后判断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糖尿病"

'

型,

"

半胱氨酸,

"

脂联素,

"

血糖,

"

血红蛋白类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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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证实!血浆高同型半胱氨酸*

I4543

P

0+G1-G

!

C3

P

,为心

脑血管病的
!

个危险因素-

!)'

.

%脂联素主要由白色脂肪组织分

泌!是目前已知脂肪细胞合成和分泌的唯一负性调控因子%有

等研究发现!

'

型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病变患者脂联素水平显著

低于
'

型糖尿病无合并心血管病变患者%国内尚少见有
'

型

糖尿病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C3

P

和血清脂联素水平的变化及相

关性的研究报告!为此!本组进行了相关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

,患者组'

#!

例*男
6(

例&女
!#

例,!年龄

6'

!

#%

岁!平均年龄
#'2!

岁!均为本院
'&&"

年经临床明确诊

断的
'

型糖尿病患者!严格排除
!

型糖尿病&

#

个月以内服用

过
V

族维生素和叶酸&严重的肝脏疾病&肾功能不全&吸毒和

酗酒史&妊娠试验阳性!并且无合并胃肠道&肝&神经&血液系统

等严重的全身性疾病的患者%*

'

,健康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6&

!

#'

岁!平均年龄
(%2#

岁!均为本院体

检中心经体检合格的健康者!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患!

肝&肾功能试验正常!无糖尿病史%

?2@

"

方法
"

*

!

,血浆
C3

P

测定'空腹静脉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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