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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达莫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及其对血液

流变学的影响

陈文华１，饶李亮２，尹　晟
２（广东省惠州市中医医院：１．药剂科；２．神经内科　５１６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讨银杏达莫注射液在治疗急性脑梗死中的临床疗效及其对脑血流的改善情况。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惠州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的１３９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将其分为观察组（６７例）和对照

组（７２例）。对照组给予降低颅内压、清除自由基、调节血脂、防止血小板聚集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银杏达莫注射液，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

者神经功能缺损明显减轻，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观察组

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银杏达莫注射液可有效改善脑血

流量，改善血液高黏状态，保护脑组织和神经功能，是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有效药物，值得在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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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急性脑梗死后引起

的缺血、缺氧症状导致神经细胞能量代谢障碍，细胞内大量兴

奋性氨基酸、自由基激活物释放增加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加重

脑细胞的损伤，造成患者神经功能缺失，导致致残率与致死率

均明显升高。增强脑组织血流灌注和血液供应，改善脑细胞的

缺血缺氧状态，防止梗死区继续扩大是治疗急性脑梗死的关

键［１２］。本院神经内科将银杏达莫注射液应用于急性脑梗死的

治疗，在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及血液流变学等方面取得了满意的

临床疗效。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本院神经

内科住院治疗的急性脑梗死患者１３９例，根据住院号的奇偶数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经头颅计算机断层

扫描（ＣＴ）或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检查确诊为脑梗死，并符合第４

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脑梗死诊断标准［１］。观察组患者

６７例，其中男４７例，女２０例；年龄４７～８７岁，平均（６４．６±

１２．４）岁；发病时间为６～２４ｈ；单侧基底核区梗死３６例，多发

性梗死１１例，大面积梗死９例，丘脑梗死７例，未发现明确病

灶４例；合并高血压３５例，糖尿病１７例，心脏病１２例，再次脑

梗死３例。对照组患者７２例，其中男５０例，女２２例；年龄

４８～８６岁，平均（６５．２±１３．１）岁；发病时间为８～２４ｈ；单侧基

底核区梗死４３例，多发性梗死１４例，大面积梗死１０例，丘脑

梗死３例，未发现明确病灶２例；合并高血压３８例，糖尿病１９

例，心脏病１２例，再次脑梗死３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脑

梗死部位及并发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降低颅内压、清除自由基、

调节血脂、防止血小板聚集等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给予银杏达莫注射液（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８８７·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５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６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２，Ｎｏ．６



产，国药准字 Ｈ５２０２００３２）２０ｍＬ，加入２５０ｍＬ０．９％氯化钠中

静脉滴注，每日１次，１４ｄ为１个疗程。整个疗程中严禁使用

其他溶栓、抗凝药物。

１．２．２　观察指标　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１４ｄ分别采血检测各

项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血浆黏度、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凝血

酶原时间及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的变化；根据１９９５年全国第４

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于治

疗前、后对患者进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并按缺损分值的增减

判断疗效。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α＝０．０５为

检验水准，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神经

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１．０８，犘＞０．０５）。治

疗１４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较治疗

前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４．２８９、４．２９６，犘＜

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

２．４９，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变化（狓±狊，分）

组别 狀 治疗前 治疗１４ｄ后

观察组 ６７ ２１．３４±４．７８ ９．７６±２．４８ａｂ

对照组 ７２ ２０．８７±５．２４ １２．２１±５．８９ａ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犘＜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

疗前与治疗１４ｄ后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水平、凝血酶原时间

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

３６．４７、２０．４４、２２．７９、１６．３２，犘＜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治疗１４ｄ

后血浆黏度和纤维蛋白原水平较治疗前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狋值分别为２５．７８、１２．７８，犘＜０．０５）；但治疗前、后凝血

酶原时间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治疗１４ｄ后，两组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水平、凝血酶

原时间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

别为４．５１、５．３５、１４．８７、１１．６３，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各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狓±狊）

组别 狀 观察时间 血浆黏度（ｍＰａ·ｓ） 纤维蛋白原（ｇ／Ｌ） 凝血酶原时间（ｓ）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ｓ）

观察组 ６７ 治疗前 ２．１１±０．２９ ３．７２±０．８２ ９．９８±１．２１ ２７．３４±４．４９

治疗１４ｄ后 １．４６±０．２１ａｂ ２．５２±０．５１ａｂ １３．２１±０．９１ａｂ ３３．６７±５．２３ａｂ

对照组 ７２ 治疗前 ２．０９±０．３２ ３．６８±０．９１ １０．０２±１．０７ ２７．３６±５．０２

治疗１４ｄ后 １．７６±０．３２ａ ２．９２±０．６４ａ １１．０４±０．８７ ２７．４２±６．０１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ａ犘＜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ｂ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脑梗死在我

国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并且随着我国

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脑梗死患者的致死、致残率也有所上升。

脑梗死的发病与患者血液黏度升高、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血

管内皮损伤及氧自由基的增强关系密切［３］。脑梗死的病理生

理过程较为复杂，目前认为脑梗死是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形成

的血栓或动脉硬化斑块脱落造成的脑血管闭塞，导致局部脑组

织缺血、缺氧、坏死，造成患者出现神经功能缺失。急性脑梗死

造成患者神经功能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供血动脉发生闭塞性病

变而未能获得及时、充分的侧支循环，使局部脑组织的代谢需

求与可能获得的血液供应供不应求且超过一定的限度所致［４］。

因此，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应积极改善和恢复缺血区的血液供

应，促进局部脑组织的微循环，阻断脑梗死的病理生理进程。

研究表明，脑血流量与血细胞比容、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之间

具有定量关系，降低血液黏度、纤维蛋白原水平可增加脑血流

量，干预脑梗死患者的凝血和纤溶系统可以明显改善和恢复脑

梗死缺血区的血液流变学状态，减轻脑神经的损伤程度［５］。大

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表明，银杏提取物具有调节血流动力学、清

除氧自由基、拮抗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ＰＤＧＦ）、增强中枢神

经系统功能及改善血液流变状态等作用［６７］。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１４ｄ后，对照组患

者血浆黏度和纤维蛋白原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犘＜０．０５），但

凝血酶原时间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无明显变化（犘＞０．０５）。

两组患者治疗１４ｄ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此外，治疗１４ｄ后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

明显减轻（犘＜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低于对

照组（犘＜０．０５）。表明银杏达莫注射液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血

液流变状态与神经功能缺失。相关研究显示，银杏达莫可抑制

血小板、上皮细胞和红细胞摄取腺苷，可使局部腺苷浓度增高，

作用于血小板的 Ａ２受体，刺激腺苷酸环化酶，使血小板内环

磷酸腺苷（ｃＡＭＰ）增多。通过这一途径，血小板激活因子

（ＰＡＦ）、胶原和二磷酸腺苷（ＡＤＰ）等刺激引起的血小板聚集受

到抑制［８］。并且银杏达莫可抑制３′，５′环磷酸鸟苷磷酸二酯

酶（ｃＧＭＰＰＤＥ），而对ｃＡＭＰＰＤＥ的抑制作用弱，从而强化了

血管内皮舒张因子（ＥＤＲＦ）引起ｃＧＭＰ浓度增高的作用。另

外，银杏达莫可抑制血小板活性的强力激动剂血栓烷素 Ａ２

（ＴＸＡ２）的形成。银杏黄酮苷作为一种自由基清除剂，还可以

保护细胞膜，防止自由基对神经细胞的破坏，抑制自由基诱导

神经细胞凋亡［９］。王旋等［１０］通过对３种脑缺血模型大鼠进行

实验，证明银杏内酯可降低全脑缺血大鼠的血液黏度，改善血

液流变学各项指标，改善脑组织神经细胞缺血后的病理改变。

银杏达莫注射液的上述临床效果主要取决于其有效成分

银杏黄酮苷、银杏苦内酯和双嘧达莫。银杏黄酮苷可以使脑血

管明显扩张，调节血管张力，降低毛细血管渗（下转第７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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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５ｍＩＵ／ｍＬ为诊断界值，对异位妊娠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

度分别为５３％、９６％，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９２％、

６７％
［４］。

孕酮是雌激素的前体，妊娠８周前由滋养叶细胞及黄体分

泌产生，８周后来自于胎盘，１２周后胎盘完全形成，孕酮分泌增

加，在孕中期增长加快，至足月妊娠时达到高峰。血清孕酮水

平在妊娠５～１２周较稳定，是非孕龄依赖性激素
［５］。当孕酮水

平超过７９．２５ｎｍｏｌ／Ｌ（２５ｎｇ／ｍＬ）可提示宫内妊娠存活，其敏

感性为９７．５％。当孕酮水平低于１５．８５ｎｍｏｌ／Ｌ（５ｎｇ／ｍＬ），可

能和不良妊娠结局（稽留流产或异位妊娠）有关，并表明胚胎已

经死亡。当孕酮水平介于两者之间，对胚胎位置及胚胎质量的

判断有一定的困难。也有文献报道，以孕酮小于１６．６ｎｍｏｌ／Ｌ

为诊断临界值，对异位妊娠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８８．６％、７９．３％
［６］。本研究显示，先兆流产组初次孕酮水平高

于７９．２５ｎｍｏｌ／Ｌ者约占１／５，无一例低于１５．８５ｎｍｏｌ／Ｌ者；

而稽留流产组和异位妊娠组初次孕酮水平低于１５．８５ｎｍｏｌ／Ｌ

者分别各占１／３左右。说明宫内胚胎存活时孕酮水平明显高

于宫内胚胎死亡及宫腔外妊娠时，可能是由于宫腔外妊娠受精

卵滋养层细胞活力低、数量少，黄体刺激较少、发育不良，从而

导致孕妇血清孕酮明显低于宫内妊娠［７］。

综上所述，血清βＨＣＧ、孕酮可以作为监测早期妊娠的指

标，其单项检测早孕结局的准确性不高，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准

确率，弥补单项检测的不足。血清βＨＣＧ水平高，培增时间

短，孕酮值超过７９．２５ｎｍｏｌ／Ｌ时，可以认为妊娠为宫内活胎，

反之则有胚胎停止发育或存在异位妊娠的可能［８］。但由于稽

留流产、异位妊娠的血清βＨＣＧ水平及倍增时间、孕酮水平及

其分布特点均存在一定范围的交叉，诊断界值难以确定，因此

需要及早Ｂ超介入，综合检查、立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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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对抗过氧化作用，可有效清除机体自由基，保护细胞膜，

从而减少自由基对脑细胞的损害［１１］。银杏苦内酯能逆转异常

的血流变性，抑制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提高红细胞变形能力，降

低血小板聚集，促进脑细胞代谢。此外，双嘧达莫可抑制血小

板、上皮细胞及红细胞对腺苷的摄取和酶解，提高局部腺苷的

浓度，并作用于血小板的Ａ２受体，刺激腺苷酸环化酶，使血小

板内ｃＡＭＰ增多，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
［１２］；还可以

抑制磷酸二酯酶的活性，使内皮细胞产生的前列环素活性增

强，从而降低血浆α颗粒膜蛋白的浓度，使患者的全血黏度、血

浆黏度、血细胞比容等血流指标进一步改善，增加脑血流量，改

善微循环，促进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１３１４］。

综上所述，银杏达莫注射液可有效改善脑血流量，改善血

液高黏状态，保护脑组织和神经功能，是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有

效药物，值得在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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