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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复方甘草酸苷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浆内皮素分泌的影响"

罗丽敏"

!李
!

军,

!刘劲松"

!刘
!

菡"

#

"湖北医药学院%

".

附属东风总医院皮肤科&

,.

附属太和医院

内科!湖北十堰
!

$$,###

#

!!

"摘要#

!

目的
!

观察复方甘草酸苷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浆内皮素分泌的影响$方法
!

选择确诊为寻常型银

屑病的患者共
;%

例!按照具体用药治疗情况!分为复方甘草酸苷组"

"/

例#!在常规用药基础上同时静脉滴注复方

甘草酸苷&常规治疗组"

"8

例#&健康对照组"

,,

例#$检测
;

组血浆内皮素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
!

银屑病患者血

浆内皮素水平和健康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复方甘草酸苷和常规治疗均可降低血浆内皮素水平!本组治疗前'后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复方甘草酸苷组内皮素水平比常规治疗组降低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内皮素可作为判断寻常型银屑病的指标!复方甘草酸苷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较常规治疗更有效$

"关键词#

!

复方甘草酸苷&

!

寻常型银屑病&

!

血浆内皮素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

"

,#"%

#

,;:;%$,:#,

!!

寻常型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的慢性炎性反应性红斑鳞屑

性疾病#病情反复发作#冬重夏轻#可向关节病型,红皮病型及

脓疱型银屑病转化)由于病因及发病机制不明确#目前治疗效

果不满意#给患者身心及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内皮素是一种较强的缩血管活性肽#有研究表

明#内皮素可以促进寻常型银屑病病情的发生和发展#而复方

甘草酸苷对寻常型银屑病的治疗作用是否引起体内血浆内皮

素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

"

+

)因此#本文对复方甘草酸苷对寻常

型银屑病患者血浆内皮素分泌是否有影响进行分析#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湖北医学院附属东风总医院皮肤科病房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为寻常型银屑病的患者共
;%

例#分为复方甘草酸苷组
"/

例#常规治疗组
"8

例#其中进展期

,/

例#稳定期
8

例#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8"

岁#平均

;0.8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
",.,

年)健康对照组
,,

例#为本院体检中心健康人群#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对每一位纳入人员详细记录性别,年龄,身

高,体质量,嗜烟,嗜酒,膳食类型,体育活动,疾病史,服药史等

资料)所有入组人员均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检查)

;

组在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依据2临床皮肤病学3$第
;

版%寻常型

银屑病诊断标准确诊#均具有典型的寻常型银屑病皮疹#排除

肿瘤,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怀孕等#以及其他器质性疾病患

者)治疗前
;

个月均未系统使用或局部外用治疗寻常型银屑

病的药物)

$.'

!

用药情况

$.'.$

!

常规治疗组
!

口服抗组胺药物,复方青黛胶囊#肌肉注

射胸腺肽#静脉滴注维生素
(

#外用维生素
]

乳膏#综合治疗时

间为
$

周)

$.'./

!

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组
!

在以上用药的基础上同时静脉

滴注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商品名为美能#卫材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

"

次"天#每次
$#HT

#共
$

周)

$.'.'

!

健康对照组不用药物治疗)

$.1

!

血液标本采集及检测
!

所有入组人员均在入组时及治疗

结束后采集肘部静脉血液
"%HT

#置于酶抑制剂抗凝管中#低

温离心
"%H>7

#分离血浆置于
Q;#Y

冰箱保存#用以检测相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BGZ65(C>7

!

[6?6HG6=,#"%

!

\3C.",

!

X3.,;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培育资助项目$

,#"$)2#;

%(湖北省十堰市科技局重点研究资助项目$

,#"#9@;/

%)

#

!

通讯作者#

]:HB>C

!

C>4AB79

J$

H65HB>C.?37.?7

)



指标!内皮素,肝肾功能等)所有项目均在湖北医学院附属东

风总医院检验科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2

!

伦理审查
!

本研究方案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所有入组人员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计量以
PdE

表示#采用
B

检验#两组

以上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
S

检验%)

采用
)=>9H%.#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血常规,血生化等血液学检测结果
!

见表
"

)

;

组血

常规,血生化等血液学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血液项目检查资料比较%

PdE

&

组别
VU(

$

W"#

/

"

T

%

(=

$

HH3C

"

T

%

!T*

$

P

"

T

%

复方甘草酸苷组
8./;d#.+" "#"."0d;.$" ;$.,$d,.%/

常规治疗组
8.88d#.8, "#,.,$d,.%% ;".%$d;.;;

健康对照组
8./$d#.0, //.+$d$.8+ ;%.,d,.;+

#

'

#.#%

'

#.#%

'

#.#%

!!

注!

VU(

为白细胞(

(=

为肌酐(

!T*

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

各组治疗前,后血浆内皮素水平变化情况
!

见表
,

)

,

个

治疗组在用药前血浆内皮素水平较高#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和健康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复方甘草酸苷组和常规治疗组血浆内皮素水平本组治

疗前,后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结束后#复

方甘草酸苷组血浆内皮素水平和常规治疗组相比有所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组血浆内皮素水平比较%

PdE

'

7

D

)

T

&

组别 时间
'

内皮素

复方甘草酸苷组 治疗前
"/ 8/.+0d;.%;

B

治疗后
"/ %,."+d$.,"

?G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8 80./0d$."%

B

治疗后
"8 %8.+,d$.$;

G

健康对照组
,, $+.8#d$.%%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B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G

#

$

#.#%

(

与常规治疗组比较#

?

#

$

#.#%

)

/.'

!

不良反应
!

复方甘草酸苷组有
"

例出现一过性轻度恶

心#对症处理后继续用药患者未再诉不适(

,

例出现双小腿胫

前肿胀#未停药#其余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

讨
!!

论

!!

寻常型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一

般认为是多种因素通过多种途径引起的表皮细胞增殖加速,角

化不全及炎性反应所致*

,

+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血管活性因子

及微循环改变与寻常型银屑病发病关系密切#已成为目前寻常

型银屑病研究的热点之一)内皮素首先是由
2B7B

D

>9BIB

等*

;

+

于
"/00

年从猪主动脉内皮细胞上提取的一种含
,"

个氨基酸

残基的多肽#是迄今所知体内作用最强和持续最久的缩血管

肽#具有血管张力的调节,促进血管内皮及平滑肌分化及增殖

等作用)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浆中内皮素水平较健康对照组

显著升高#推测可能与内皮细胞受损有关#内皮素参与了寻常

型银屑病的发病过程*

$

+

)

复方甘草酸苷是从甘草中提取的活性物质#为
"0

)

甘草酸

苷#能明显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化学介质#通过稳定细胞

膜#抑制花生四烯酸的游离#使过敏性慢反应物质生成减少#同

时抑制磷脂酶
!,

的活性和前列腺素
],

的生成#起抗炎及抗

过敏作用)因此复方甘草酸苷可能通过控制炎性反应因子和

免疫性因子而发挥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的作用)近年来不少学

者采用复方甘草酸苷治疗寻常型银屑病,带状疱疹,药物疹等

多种皮肤病#取得较好疗效*

%:8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高于

健康对照组#由此提示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可能存在内皮细胞损

伤#内皮素可作为衡量寻常型银屑病发生和发展的一项独立指

标#尤其是在寻常型银屑病发病早期具有预测作用)常规药物

治疗组和复方甘草酸苷组患者血浆内皮素水平均下降#由此提

示两种药物对寻常型银屑病均有治疗作用)复方甘草酸苷组

较常规治疗组血浆内皮素水平下降更为明显#由此提示复方甘

草酸苷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下调血浆内皮素

水平来实现的#其疗效更为显著#并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应用简

便#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中值得临床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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