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云南白药膏对出血性脑卒中头痛患者内皮素'肿瘤

坏因子
1

"

'白细胞介素
1(

!

水平的影响"

张华新%张宝霞%李大军%兰志刚%贾从羽

!玉田县医院%河北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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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云南白药膏对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相关标志物水平的影响%评价云南白药膏对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障

碍&疼痛的改善效果%分析效应机制'方法
!

从
'&(<

年
'

月开始筛选患者%以神经外科收治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截止
'&(+

年
+

月%共纳入对象
;&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达法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各
2&

例%均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围绕患者的头

部手术切口&钻孔周围%给予云南白药膏%贴敷面积
<IQd2IQ

%每天
(

次%连续
0G

%同时口服云南白药膏
&)<

R

并用温开水送服%

每天
(

次%持续
0G

%比较治疗前后血清标志物水平&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比例&预后指标'结果
!

观察组
(

周内疼痛均值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
(

周内疼痛峰值&谷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周

后%组内比较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
:?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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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低于治疗前%组间比较显示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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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内观察组
"=3$$

评分下降率!

02)2\<)'

"

]

高于对照组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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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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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

周内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0)<]

!

%

*

2&

"%病死率为
')<]

!

(

*

2&

"%对照组则分别为
(')<]

!

<

*

2&

"&

')<]

!

(

*

2&

"%差异无统计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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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对出血性脑卒中头痛患者联合云南白药膏治疗%可缓解患者疼痛%减轻神经功能缺损%这可能与药物抗炎&镇

痛等作用机制有关'

关键词!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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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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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病!出血性脑卒中约占卒

中的
'&]

#

%&]

!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是居民死亡

的主要病因之一!卒中
%&G

内病死率居高不下!高达
%<]

#

<&]

!发病前
'G

死亡占半数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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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是出血性脑卒中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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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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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C5DE7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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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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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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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华新!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药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



见的症状表现!与出血的部位%血管痉挛等因素有关.

'

/

"云南

白药是一种传统的民族药!是一种理想的止血剂!常被用于卒

中并发 上 消 化 道 出 血 的 防 治!理 论 上 其 也 可 用 于 颅 内

出血治疗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应用云南白药膏对出血性脑卒

中患者血清相关标志物水平的影响!评价云南白药膏对卒中神

经功能障碍%疼痛的改善效果!分析起效机制"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从
'&(<

年
'

月开始筛选患者"以神经外科

收治的出血性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经

!?

,

7A=

明确诊断为出血性脑卒中*&

'

'病程小于
'2J

*&

%

'年

龄
%&

#

0<

岁*&

2

'初次发作*&

<

'入院时未完全昏迷!以疼痛为

主要主诉*&

+

'无原发性凝血功能障碍*&

0

'无颅内肿瘤%颅脑手

术史*&

;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不符合纳入标准*&

'

'近
(

周其他内科疾病急性发作!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呼吸道感染*

&

%

'原发性凝血功能障碍*&

2

'动脉瘤引起的自发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

<

'合并其他颅脑疾病!如脑寄生虫病%脑肿瘤等*&

+

'原

发性免疫系统疾病*&

0

'拒绝参与研究"截止
'&(+

年
+

月!共

入选对象
;&

例!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02

岁!平均

&

+()2\<)'

'岁"轻型
<2

例%中型
'+

例"出血部位+蛛网膜下

腔出血
<'

例!基底节区出血
'2

例!其他
2

例"出血量
2

#

%(

Q5

!平均&

(')<\+)2

'

Q5

"最大层面水肿带面积&

<)(\()'

'

IQ

'

"入院时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2

'分"临床表现+

偏瘫
2+

例%认知功能障碍
((

例"治疗方法+微创血肿抽吸术

<+

例!去骨瓣或小骨窗手术
'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达法分

组!对照组%观察组各
2&

例!两组对象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

度%出血部位%出血量%治疗方法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方法所有患者
!

入院后都安排急诊镇痛%镇静治疗等常

规治疗!进行
!?

,

7A=

诊断后!据病情!详细分析病史%合并症

情况%出血部位及量%血肿情况%耐受%家属意见!安排个体化的

治疗方法"以手术治疗为主!包括微创血肿抽吸术%小骨窗以

及去骨瓣治疗!同时规范控制血糖%血压!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失

衡"对照组+常规口服质子泵抑制剂
S3'

受体拮抗剂!防治

消化道溃疡!期间密切体温%血压%血糖等指标!维持内环境稳

定!预防颅内压上升"观察组+围绕患者的头部手术切口%钻孔

周围!给予云南白药膏!贴覆面积
<IQd2IQ

!每天
(

次!连续

0G

"同时口服自配的云南白药膏
&)<

R

并用温开水送服!每天

(

次!持续
0G

"

$)&

!

观察指标
!

治疗期间
(

周内!疼痛均值!每日每隔
2J

采

用
K#$

评分法评估
(

次!同时统计
0G

内疼痛峰值%疼痛谷

值"分别在入院时%

'

周后!治疗前后!分别抽取所有入组患者

的清晨静脉血送检!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检测其炎性因

子水平!检测指标包括患者内皮素&

:?

'%肿瘤坏因子
1

"

&

?"81

"

'%白细胞介素
1(

!

&

=51(

!

'水平"统计患者治疗后
'

周较治疗前

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下降比重!

'

周内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IFM'&&0

表记录数据!

$4$$'&)&

统

计学软件进行计算!计量资料以
B\C

表示!两组间比较前!采

用
PLMQL

R

LHLX1$Q-/QLX

法检验是否符合正态分布!若符合则

采用方差后
59$1B

检验!否则采用
7D//1aJ-B/F

U

f

秩和检

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N"#

'*计数资料以

频数或百分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检验或
8-.JFH

精确性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疼痛情况
!

观察组
(

周内疼痛均值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与对照组
(

周内疼痛峰值%谷

值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
(

周内疼痛水平对比#

B\C

$分%

组别
&

均值 峰值 谷值

观察组
2& ')'\()(

"

<)'\()< ()'\&)<

对照组
2& %)<\()0 <)2\()' ()2\()(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

"

%)%

!

血清标志物水平
!

'

周后!组内比较显示观察组与对照

组
:?

%

?"81

"

%

=51(

!

水平低于治疗前*组间比较显示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

周后血清标志物

!!!

水平对比#

B\C

%

组别
&

时间
:?

&

TR

,

Q5

'

?"81

"

&

,

R

,

Q5

'

=51(

!

&

,

R

,

Q5

'

观察组
2&

治疗前
*+)+\'()+ %2%)(\(&%)< ((%)2\(()%

'

周后
<%)(\(%)2

"

<+)0\'()2

"

2%)<\(')+

"

对照组
2&

治疗前
*<)&\(2)< %<0)%\;0)2 ((&)+\(<)%

"

'

周后
+%)2\(+)%

"#

++)(\'2)+

"#

<*)%\(()2

"#

!!

注+与观察组相比!

#

!

$

&)&<

*与治疗前相比!

"

!

$

&)&<

"

%)&

!

近期以及远期预后
!

'

周内观察组
"=3$$

评分下降率

&

02)2\<)'

'

]

高于对照组的&

++)%\(&)%

'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
'

周内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
0)<]

&

%

,

2&

'%病死率为
')<]

&

(

,

2&

'*对照组则分别为
(')<]

&

<

,

2&

'%

')<]

&

(

,

2&

'!差异无统计意义&

!

%

&)&<

'"

&

!

讨
!!

论

!!

对于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而言!头痛的发生机制较复杂!在

早期与神经损伤%血管搏动等因素有关!在术后还与切口刺激

等因素有关"威胁脑卒中患者生命安全的因素%影响中枢神经

功能恢复的因素较复杂!其中消化道出血%进展性卒中是重要

危险因素.

%

/

"脑出血患者出血部位血肿形成!形成炎症联级反

应!通过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可出现持续性的颅内病变!部分

患者可能出现再出血!应激指标水平上升%中枢神经共受抑制!

可出现消化道出血等应激性溃疡形成等并发症"出血血肿压

迫组织!会造成组织损伤!各种炎症因子水平上升!激活或趋化

炎症细胞加重炎症反应"

研究中!治疗前两组患者
:?

%

?"81

"

%

=51(

!

水平均处于较

高水平!有报道显示进展性卒中患者在
'

周后仍可能表现出炎

症指标水平上升"

:?

是血管损伤的重要标志物!对于脑出血

患者而言!血管破裂损伤%血肿形成压迫等会刺激内皮素的释

放!

:?

过量释放作用于脑血管会使局部血管强烈收缩!是疼

痛发生的重要因素.

2

/

"

?"81

"

是重要的炎症损伤标志物!与

细胞损伤关系密切"

=51(

!

是一种重要的炎症因子!有报道显

示其与炎症疼痛关系密切!与慢性炎症的严重程度有关!对于

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而言!因机体损伤会导致
=51(

!

应激性上

升"在治疗后!观察组
:?

%

?"81

"

%

=51(

!

水平均显著上升!提

示疾病得到初步控制!当然可能与入选对象病情较轻!急性期

较短%进展性卒中发生率较低有关"

观察组在联合云南白药膏后!患者治疗后
:?

%

?"81

"

%

=51

(

!

水平不仅显著下降!还低于同期对照组&

!

$

&)&<

'"提示联

合用药有助于控制炎症%细胞%血管损伤"同时观察组
'

周后

"=3$$

水平下降率低于对照组&

!

$

&)&<

'!提示联合云南白药

可减轻中枢神经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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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是国家保密配方剂!全方具有活血化瘀止痛%止

血等功效!本次研究用于口服以及外敷治疗!结果显示拥有一

定的比较优势!尽管不能降低患者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

周内

病死率!但确实可改善血清标志物水平!加速中枢神经功能缺

损恢复"可能机制+&

(

'透皮吸收!药物有效成分直接作用于脑

部发挥作用*&

'

'经肠道吸收以及局部作用!改善肠道环境!发

挥黏膜保护作用!同时药物有效成分进入循环发挥作用"传统

医学认为云南白药中的三七具有和营止血作用!冰片等药物具

有醒脑%解毒作用!重楼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功效!白芨

消肿生肌%收敛止血.

<1+

/

"现代医学证实!云南白药中有效成

分!可改善凝血功能%细胞保护%抗炎等作用!包括增加血小板

膜通透性%缩短凝血时间%加速清除氧自由基%促动脉血管收

缩%提高细胞抗缺氧能力等"如冰片被广泛用于神经疾病治

疗!三七被用于血管性疾病治疗.

01*

/

"

需注意的是!云南白药膏尽管药效独特!但多经口服应用!

药物有效成分复杂!药代动力学机制并不清楚!局部用药的安

全性%有效性仍有待商榷!其具有较好的去腐生肌功效!可能会

影响局部伤愈组织修复!同时其具有活血成分!可能引起血肿

血管通透性增加!从而增加再出血发生风险!用药需慎重"特

别是那些再出血风险较高%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应避免用

药.

(&1((

/

"对于头痛患者!局部用药的方法与部位%膏药透皮给

药基质等均有必要深入探讨.

('1(%

/

"

综上所述!对出血性脑卒中头痛患者联合云南白药膏治

疗!可缓解患者疼痛!减轻神经功能缺损!这可能与药物抗炎%

镇痛等作用机制有关!今后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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