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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疗效观察

赵涌琪'

!蒋晓江(

"

')

重庆市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

-,,,+-

$

()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

医院神经内科!重庆
!

-,,,-,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前列地尔注射液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
!

将
/2

例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

例!单用甲钴胺注射液
,)+B

C

肌肉注射!每日
'

次!共
-

周$治疗组

-.

例!在使用甲钴胺注射液的基础上加用前列地尔注射液!

',

"

C

溶于氯化钠注射溶液
',,BV

中静脉滴注!每日
'

次!共
-

周&结果
!

对照组和治疗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10

和
1,)*,0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

,),+

%!治疗

组神经传导速度改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前列地尔注射液可有效改

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症状及周围神经的感觉'运动传导速度&

"关键词#

!

前列地尔$

!

糖尿病神经病变$

!

甲钴胺$

!

注射!肌肉内$

!

注射液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31-++

"

(,''

%

'*3(',*3,(

!!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A@8;7=@D

?

79@

?

>7986:7<95

?

8=>

M

#

$!%

&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神经病变中最常见的类型#

患病率由于诊断标准不同而差异较大$

(/0

!

1,0

&

)

'

*

#有报道

其患病率可高达
*,0

!

1,0

)

(

*

+本病目前尚缺乏疗效显著的

治疗手段#已知严格控制血糖可降低和延缓糖尿病神经并发症

的发生和发展#但在此基础上还应采取相应的特殊治疗措施+

本研究观察和探讨联合使用前列地尔注射液及甲钴胺注射液

对
$!%

的临床疗效+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

例患者均为本院神经内科
(,,1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糖尿病患者#符合
'11*

年美国糖尿病

协会$

&$&

&制定的
(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且至少具有以下
(

项或
(

项以上症状!温度觉异常#足部感觉减退或消失#振动觉

异常#膝反射消失#神经传导速度有
(

项或
(

项以上减慢)

'

*

+

同时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周围神经病变#脑血管疾病#出血倾

向#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以及对所用药物过敏者+将纳入病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2b/)2

&岁#糖尿病病程
'),

!

'.).

年#平均

$

2)2b.)-

&年+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b+)'

&岁#糖尿病病程
()2

!

'+)/

年#平均

$

*)2b()+

&年+治疗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

$)/

!

方法
!

对照组在严格控制血糖的基础上给予甲钴胺注射

液
,)+B

C

肌肉注射#每日
'

次%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前列地尔注射液
',

"

C

加入氯化钠溶液
',,BV

静脉滴注#每

日
'

次+两组疗程均为
-

周+观察并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

自觉症状$疼痛,麻木,感觉异常等&及正中神经,腓总神经的运

动传导速度和感觉传导速度的改善情况+

$)'

!

疗效判断
!

显效!自觉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神经传导速

度$

%"Y

&增加大于或等于
+B

"

F

或恢复正常%有效!自觉症状

改善#

%"Y

增加
'

!

+B

"

F

%无效!临床症状无减轻#

%"Y

无变

化或下降+将显效和有效纳入总有效标准+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用
GbF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

%

,),+

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使

用
J!JJ'.),

软件处理数据+

/

!

结
!!

果

/)$

!

临床疗效对比
!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对比见表
'

+

结果显示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10

#治疗组为
1,)*,0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

'

0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 '(

$

(*)1'

&

'1

$

--)'1

&

'(

$

(*)1'

&

.'

$

*(),1

&

治疗组
-. ('

$

-/)/-

&

'/

$

-')/2

&

-

$

1).,

&

.1

$

1,)*,

&

/)/

!

神经传导速度比较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传导速度比

较#治疗组好于对照组+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周围神经传导速度比较'

GbF

*

B

+

F

(

组别 时间
运动传导速度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感觉传导速度

正中神经 腓总神经

对照组 治疗前
.2)-b()2 .*)(b()- ./)+b')1 .+)*b()'

治疗后
-2)(b')*

8

-,)/b(),

8

-()*b()(

8

./)*b')2

8

治疗组 治疗前
.*)(b()' .2)1b')/ ./)+b')- .+)2b')*

治疗后
+')-b.)(

;D

-*)(b.)2

;D

+,)(b()'

;D

-2).b()+

;D

!!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D

!

%

,),'

#

8

!

%

,),+

+

'

!

讨
!!

论

$!%

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尚不十分

明确#可能与高血糖引起的代谢紊乱,血管损伤,神经营养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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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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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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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氧化应激及遗传因素等相关)

'

*

+临床表现以对称性肢体疼

痛,感觉减退,麻木等为主要症状#若治疗不及时可增加患者痛

苦#甚至发生坏疽而被迫截肢+

$%!

的主要病理改变为神经

纤维节段性髓鞘脱失#轴索变性#背根神经节细胞的脱失和前

角细胞萎缩#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和管腔闭塞)

.

*

+

前列腺素
['

$

!_['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血管扩

张剂#可通过调节腺苷酸环化酶和磷酸二酯酶活性#促使细胞

内环磷酸腺苷$

D&P!

&的浓度增加#刺激依赖
D&P!

的一系列

蛋白酶促使血管扩张#提高血流量+

!_['

可抑制血小板聚

集#降低血栓素
&(

水平#抑制血小板活化#促使血栓周围已活

化的血小板逆转+

!_['

能够激活脂蛋白酶及促使三酰甘油

水解#降低血脂和血黏度%还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组织型

纤溶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直接溶栓作用)

-

*

+

!_['

通过上述

几种机制可改善微循环障碍#促进受损伤神经的恢复+糖尿病

患者
!_['

合成减少#导致血栓素
&(

升高,血黏滞度增加#也

易形成血栓#从而导致缺血性病变+微循环障碍或神经内膜缺

血,缺氧可导致磷酸激酶降低#乳酸含量增加#导致血流减慢#

加重广泛缺氧#最终造成神经营养障碍+

甲钴胺是维生素
G

'(

的衍生物#可通过甲基化作用促进神

经组织内核酸,蛋白质和脂质代谢#促使神经轴索和髓鞘形成#

改善神经元和施万细胞的代谢合成#加快修复损伤的神经组

织#改善神经传导速度+有研究表明甲钴胺可显著改善
$!%

的症状和体征#明显缩短体感诱发电位潜时)

+32

*

+

前列地尔注射液是前列腺素
['

的一种#通过以脂质微球

为载体#不易在肺部失活#从而靶向性地使药物在病变部位聚

集#改善周围神经的血流供应#促使受损的神经功能修复+同

时以脂质微球为载体的前列地尔注射液#可维持长时间有效#

并降低药物对血管的刺激性#减少不良反应+

本组研究资料显示#对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在

常规使用甲钴胺注射液治疗的基础之上加用前列地尔注射液

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神经传导速度#且安全#无不良反

应#可考虑将此治疗方法常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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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在病理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翁秀琴!张振华!林贤东"福建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福州
!

.+,,'-

%

!!

"摘要#

!

目的
!

实现病理资料管理的网络化&方法
!

运用计算机将所有病理资料的文字内容'图片输入病理

资料管理系统&结果
!

病理资料应用计算机管理后!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与实物管理相结合!方便了工作!效果良好&

结论
!

采用计算机操作后!不但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对资料检索'教学及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

!

病理科!医院$

!

管理信息系统$

!

计算机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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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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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资料是病理质量和信息管理的基础信息资源#是患者

疾病诊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院基础水平的重要体

现#是医院医疗安全#医学科研,教学及评价病理医疗质量的重

要资料#也是司法,保险部门有关医疗案件的有力证据)

'

*

+随

着0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

)

(

*的实施#举证倒置#病理资料在医疗

纠纷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每年病理检验例数的不断增加#靠

手工登记,抄写,重复的劳动已不适应现代化医院发展的需要#

合理管理好病理资料是当务之急#也是现代医院安全质量控制

的需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化管理,信息交流,资源共

享等迫切需要对医院的病理资料管理进行改革)

.

*

+本科室自

'11.

年引进计算机系统$北航病理图像分析系统&进行病理资

料管理#作者就十几年来计算机系统在病理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病理工作量
!

本科室
'1/+

年至今已积累如病理外检,细

胞学涂片,病理会诊,免疫组织化学,术中冷冻,标本蜡块,疑难

读片,尸解病例等等资料#表
'

为本院
'1/+

!

'11*

年和
'11/

!

(,',

年总
(2

年常规病理工作量+

表
'

!

'1/+

!

'11*

年和
'11/

!

(,',

年两组年限工作量比较

病理资料
'1/+

!

'11*

年
'11/

!

(,',

年 合计 增加 增长率$

0

&

病理外检
-/'-. '(/-'' '*2++- /,(2/ '22)*.

病理会诊
+.1( (-+(. (11'+ '1'.' .+-)/,

术中冷冻
(*,, ((21/ (+.1/ '111/ *-,)2*

细胞涂片
((,.- /'+'- ',.+-/ +1-/, (21)1-

免疫组化
..+- (,,1/ (.-+( '2*-- -11)((

总计
/'2(. (**(-- .+//2*'1+2(' (.1)22

$)/

!

设备
!

计算机,打印机,服务器,摄像显微镜,数码相

机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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