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淤胆型肝炎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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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前列地尔治疗淤胆型肝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

.'

例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

-'

例#和对照

组"

-'

例#!治疗组采用前列地尔
/'

"

D

加入生理盐水
/''JW

中静脉滴注!每日
/

次$对照组采用菌栀黄注射液
-'

JW

加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JW

静脉滴注!每日
/

次$两组疗程
%

!

.

周$结果
!

治疗组治疗后总胆红素

"

=,6W

#%直接胆红素"

+,6W

#和临床症状改善均优于对照组$结论
!

前列地尔联合保肝药物治疗淤胆型肝炎疗效满

意!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关键词"

!

前列地尔'

!

淤胆型肝炎'

!

菌栀黄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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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患者出现肝内淤胆说明病情较重#目前临床尚缺乏特

效治疗方法)本文应用前列地尔治疗淤胆型肝炎#并与茵栀黄

注射液治疗组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A

!

临床资料

A4A

!

一般资料
!

.'

例病例均为本院
%''2

年
&

月至
%''1

年
&

月住院患者)均符合
%'''

年西安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治疗

方案+

/

,中有关诊断标准)血清胆红素均大于
/2'

"

J>K

"

W

#以

直接胆红素&

+,6W

'升高为主#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肝内外梗

阻性黄疸)

.'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

例)其

中急性淤胆型肝炎
-&

例#慢性淤胆型肝炎
%%

例(甲型肝炎
/0

例#乙型肝炎
-.

例#酒精性脂肪肝
.

例#药物性肝炎
0

例)治

疗组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2%

岁)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

比性)

A4B

!

治疗方法
!

两组入院后嘱注意休息#清淡饮食#均使用复

方甘草酸苷*还原性谷胱甘肽*维生素
(

)治疗组予以前列地

尔
/'

"

D

加入生理盐水
/''JW

静脉滴注#每天
/

次)对照组

采用菌栀黄注射菌
-'JW

加入
$5

葡萄糖注射液
%$'JW

静脉

滴注#每天
/

次)两组疗程
%

!

.

周)以临床症状*体征消失作

为有效的判定标准)

B

!

结
!!

果

B4A

!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

两组治疗前后总胆

红素&

=,6W

'*

+,6W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W=

'*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

'

0

项指标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项目
+

=,6W

&

"

J>K

"

W

'

+,6W

&

"

J>K

"

W

'

<W=

&

d

"

W

'

<]=

&

d

"

W

'

治疗组

!

治疗前
-' /1%4'a-'4'/0$4'a%%4'&'-4'a-.4'01&4.a-04'

!

治疗后
-' -'4-a%$4' %/4'a/&4' $'4%a-%4' 0.4&a0'4'

对照组

!

治疗前
-' /&04'a0.4'/0%4'a/14'21.4-a0'4'0&.4%a%24'

!

治疗后
-' .24'a-$4' 0$4'a%'4' 2&4.a&4' .04'a%$4'

!!

注!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J

#

'4'$

)

B4B

!

临床疗效观察
!

治疗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明显)治疗

组和对照组比较#厌油*纳差有效率分别为
1'5

&

%2

"

-'

'和

..5

&

%'

"

-'

'#乏力有效率分别为
&.5

&

%.

"

-'

'和
.-

&

/1

"

-'

'#

皮肤瘙痒有效率分别为
1'5

&

%2

"

-'

'和
2'5

&

%/

"

-'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J

#

'4'$

')

B4C

!

不良反应
!

有
%

例用药时出现头昏*心悸#继续用药
-?

后头昏*心悸消失)

C

!

讨
!!

论

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主要与病毒侵入和复制

导致免疫功能异常有关#而且各型病毒性肝炎均存在程度不同

的循环障碍#其黄疸程度与循环障碍呈正相关+

%

,

#从而发生淤

胆)淤胆型肝炎临床上症状轻#体征重)由于高度黄疸持续时

间长#胆汁淤积与微循环障碍同时存在)因此#改善肝微循环

在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前列地尔为前列腺素
Q/

脂微球载

体制剂#具有易于分布受损血管灌注的靶向特性和改善红细胞

变形能力的特点#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肝脏微循环#疏通毛细血

管胆汁淤积#从而增强肝脏对胆红素的摄取*结合*排泄起到退

黄作用+

-

,

)前列腺素
Q/

还具有以下作用!&

/

'可以促进胰高

血糖素的释放#使胆汁分泌增加#加速肝内毒性物质的排泄#保

护肝脏)&

%

'除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前列地

尔能与肝细胞膜上特异受体结合#激活腺苷酸环化酶#导致肝

细胞内
B<3"

含量增多#可抑制磷酸酶活性#从而保护肝细胞

膜及溶酶体膜#防止肝细胞坏死#并能抑制肿瘤坏死因子的释

放而保护肝细胞+

0*$

,

)茵栀黄能清热解毒#利湿退黄#有疏肝利

胆作用#治疗淤胆型肝炎有一定疗效)通过本组观察#前列地

尔联合保肝药物治疗淤胆型肝炎#在肝功能恢复情况及临床症

状改善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由于前列地尔是人体分泌的

一种生理性活性物质#安全性高#疗效肯定#没有明显不良反

应#值得临床推广使用)特别是凯时微泵输入法的应用在治疗

重型肝炎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使体内有效药物浓度长期保持

稳定#剂量大且不良反应小#保持了药效#值得临床进一步扩大

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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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对糖尿病诊断及监测的临床意义

李慧萍!安玉英!沙拉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

!O</B

#在糖尿病诊断及监测中的意义$方法
!

在
7K

E

J

F

I:<d*%2''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O</(

及血糖"

[Wd

#含量$其中!正常对照组
0%

例!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

例!

%

型糖

尿病"

X6++3

#组
$2

例$结果
!

X6++3

组血糖及
!O</B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

J

#

'4'/

#!而
!O</B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

'4'/

#$

[Wd

水平越高
!O</B

含量越高"

J

#

'4'/

#$

!O</B

随血糖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呈正相关性$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随
!O</B

水平升高而升高"

J

#

'4'/

#$结论
!

!,<6(

是监测糖尿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良好指标!对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的鉴别诊断也有一定意

义$

!关键词"

!

糖尿病'

!

血糖'

!

糖化血红蛋白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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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糖尿病的患病

率也不断增高#糖尿病已日益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治疗和

防治糖尿病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糖尿病是由胰岛素相

对或绝对不足引起的一种复杂的代谢性疾病)病情重者常伴

有各系统代谢紊乱#出现一系列并发症#可致死亡)本文通过

对正常人群#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者和
%

型糖尿病&

X6++3

'

患者血液糖化血红蛋白&

!O</B

'及血糖&

[Wd

'之间关系的分

析#探讨
!O</B

在糖尿病诊断和监测中的意义)

A

!

材料与方法

A4A

!

样本来源
!

/%/

例血液标本取自医院门诊体检者以及住

院治疗患者#男
2$

例#女
0.

例#年龄
%1

!

&.

岁#其中正常对照

0%

例均无糖尿病病史(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者&术后
%%

例'#

X6++3

患者
$2

例)

A4B

!

样本采集
!

[Wd

测定抽静脉血
%JW

于干燥真空试管中

分离血清后
%H

内检测完毕(

!O</B

测定!抽
%JW

静脉血于

Q+=<*c%

抗凝管中混匀离心全血取血细胞层测定)

A4C

!

试剂与仪器
!

[Wd

采用葡萄糖氧化酶&

[7+

'法#试剂采

用河北保定提供的血清葡萄糖测定液体试剂#每天用
7K

E

J

F

I:

质控血清带点做室内质控#测定值在靶值范围内再测定)

!O</B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试剂采用四川迈克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液体试剂盒)按仪器和试剂盒说

明操作)在
7K

E

J

F

I:<d*%2''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测定

[Wd

*

!O</B

含量)

B

!

结
!!

果

B4A

!

X6++3

组与正常对照组及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

!O</B

测定结果
!

见表
/

)

X6++3

组
[Wd

及
!O</B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Wd

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而
!O</B

无显著差异)

$2

例
X6++3

患者中

[Wd

$

/' JJ>K

"

W-$

例#占
./405

#

!O</B

为&

//4.&a

-42/

'

5

(

.4/JJ>K

"

W

#

[Wd

#

/'JJ>K

"

W/.

例#占
%&5

#

!O</B

为&

&40%a-4/'

'

5

(

[Wd

#

.4/ JJ>K

"

W.

例#占

/'4$5

#

!O</B

为&

.4'2a/4&%

'

5

)可见
[Wd

越高#

!O</B

含量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

#

'4'/

')

表
/

!

各组
[Wd

及
!O</B

测定结果

分组
+ [Wd

&

JJ>K

"

W

'

!O</B

&

5

'

正常对照组
0% 04$&a'40' -41'a'40%

非糖尿病性血糖升高组
%% 24'$a040'

%

04/$a'40&

*

X6++3 $2 /%42'a04.%

%

//4%/a'4-.

%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J

#

'4'/

#

*

J

$

'4'$

)

B4B

!

!O</B

水平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
!

见表
%

)可见随

!O</B

水平升高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率越高&

J

#

'4'/

')

表
%

!

!O</B

水平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的关系

!O</B

水平&

5

'

+

并发症+

+

&

5

',

!O</B

$

/' %1 /&

&

.%

'

.

#

!O</B

#

/' %/ //

&

-0

'

!O</B

#

. 2 -

&

/'

'

C

!

讨
!!

论

!O</B

是血红蛋白与血中己糖缓慢*连续的非酶促反应

的产物#其形成主要取决于血液中的
[Wd

浓度和作用时间的

长短+

/

,

)

!O</B

是血液中葡萄糖游离醛基与血红蛋白游离氨

基间的非酶缩合产物#体内葡萄糖不断与其结合#并随着
[Wd

变化而变化#其结合过程是缓慢持续且不可逆的过程#持续时

间与细胞寿命的长短呈正相关#可反映患者
%

!

-

个月的
[Wd

平均水平+

%*-

,

)本组对正常人群和
X6++3

患者的
!O</B

及

[Wd

间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X6++3

组
[Wd

及

!O</B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
!O</B

对糖尿病的诊

断有帮助)但有
//5

的患者
[Wd

水平正常而
!O</B

高于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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