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粪便#每份便样做多份涂片#以达到提高疾病诊断率的目的)

针对临床上肝吸虫感染通常为无症状的慢性感染#而临床常用

粪检虫卵方法漏检严重的情况#在肝吸虫病高发区的医院还可

开展其他敏感性强的粪检方法#并结合血常规*

*

超*高敏感性

的肝吸虫抗体检测*十二指肠胆汁引流法等检查方法来提高肝

吸虫病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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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变异性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曹云和!董晓飞"山东省巨野县人民医院检验科!山东菏泽
!

3A$B%%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变异性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
!

将
A$

例变异性心绞痛患者按照随

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A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加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两组患者

的疗程均为
"

周!比较治疗前后的临床疗效'血管超声对颈内动脉血流介导性舒张功能"

bU9

#'心电图检查结果'

内皮素
!-

"

4C!-

#及
:V

等指标的差异$结果
!

治疗后研究组的反应性内径值为"

X.#3Y%.B&

#

;;

'

bU9

为

"

-3-.XXY-".B$

#

T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浆
4C!-

'血管性血

友病因子"

Jab

#'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C:b

#

!

(

'白细胞介素"

'(

#

!&

检测值均明显降低'

:V

值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B

$

%.%#

#%治疗后研究组的
4C!-

'

Jab

检测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V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B

$

%.%#

#$研究组的临床疗效'心电图检查结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B

$

%.%#

#$结论
!

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变异

性心绞痛主要有改善微循环的功效和改善内皮功能及抗氧化'抗炎作用!从而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关键词#

!

复方丹参滴丸%

!

变异性心绞痛%

!

血管内皮功能%

!

一氧化氮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A3!B$##

"

3%-&

#

%3!%3&$!%"

!!

变异性心绞痛属于心内科常见疾病#主要是由于大血管痉

挛所导致#劳累或精神紧张并不能引发其发作#主要在安静时

发作)变异性心绞痛容易导致心肌梗死和心律失常#严重时可

能导致死亡+

-

,

)临床上治疗变异性心绞痛以西药为主#常用的

药物主要有
QI

3_通道阻滞剂如氨氯地平和硝酸酯类药物+

3

,

(

中药方面#如复方丹参滴丸*通心络胶囊等都曾被用于心绞痛

的治疗+

"!$

,

)在治疗心绞痛的过程中由于硝酸酯类药物容易产

生耐药性#若单纯采取加大剂量的治疗方案#反而会诱发头痛

等不良反应的发生)因此#本文对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复

方丹参滴丸治疗变异性心绞痛的疗效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X

月至
3%-"

年
--

月本院心内

科收治的
A$

例变异性心绞痛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

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A

例)研究组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A

!

A3

岁#平均$

&3.$-YB.#3

%岁(对照组中男
3$

例*女性
-"

例(年龄
$B

!

A#

岁#平均$

&$.3AYX.%&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体质量指数$

*U'

%*三酰甘油$

C2

%*总胆固醇$

CQ

%*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9(!Q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9(!Q

%*合

并疾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具有

可比性#见表
-

)纳入标准!$

-

%冠心病的诊断标准参照冠状动

脉造影结果进行诊断!患者的冠状动脉左回旋支*左前降支*左

主干及右冠状动脉中至少有
-

支血管的狭窄程度超过
#%T

(

$

3

%变异性心绞痛的诊断符合
3%%A

年中华医学会血管学分会

制订的变异性心绞痛诊断标准($

"

%患者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

大于或等于
3

次($

$

%心电图检查有缺血性改变#运动实验阳

性($

#

%研究前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排除标准!$

-

%合并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

$

3

%合并严重的高血压病的患者$收缩压大于或等于
-X%;;

)

8

*舒张压大于或等于
--%;;)

8

%($

"

%并发严重的心律失常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INU1KQE<=

!

ZI=/I@

M

3%-&

!

+>E.-"

!

:>.3



的患者($

$

%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及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

#

%合 并心肌梗死*心肌炎等严重心脏疾病的患者)

表
-

!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

AY=

#岁%

男"女

$

'

"

'

%

高血压

$

'

%

糖尿病

$

'

%

*U'

$

AY=

#

H

8

"

;

3

%

C2

$

AY=

#

;;>E

"

(

%

CQ

$

AY=

#

;;>E

"

(

%

(9(!Q

$

AY=

#

;;>E

"

(

%

)9(!Q

$

AY=

#

;;>E

"

(

%

研究组
"A &3.$-YB.#3 3-

"

-& -- -$ 3".X"Y".3- -.&3Y%.#X $.#3Y-.%A A3.%BYB.33 -.3%Y%.3"

对照组
"A &$.3AYX.%& 3$

"

-" -" -3 3$.33Y".#& -.#AY%.A3 $.$BY%.X" A-.%BYB.&" -.-XY%.-B

B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法
!

研究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常规治疗#口服给予苯磺

酸氨氯地平片$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3%%#X%A%

%每次
#

;

8

#

-

次"天#持续治疗
"

周)研究组在接受常规治疗的过程中

加服复方丹参滴丸$天士力制药集团#

[-%B#%---

%

X

粒"次#

"

次"天#持续治疗
"

周)

$.'

!

检测方法

$.'.$

!

血清指标检测
!

在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于空腹状态下

抽取血液
3;(

#乙二胺四乙酸$

49C6

%抗凝处理#于
$W

下

$%%%@

"

;<=

离心
-%;<=

#取出上层血浆)血清为抽出的血液

静置
-F

后#

3#%%@

"

;<=

离心
-%;<=

#转出上层血清)若不即

刻检测#置于
hA%W

冰箱保存)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公司的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4('56

%试剂盒测定内皮素
!-

$

4C!-

%*一氧化

氮$

:V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Jab

%*肿瘤坏死因子$

C:b

%

!

(

*

白细胞介素
!&

$

'(!&

%的浓度)

$.'./

!

颈动脉超声检测
!

嘱咐患者取平卧位#头向后仰以暴

露出颈动脉#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探头频率调至
#)O

%进

行检测#依次检测双侧颈总动脉*颈总动脉分叉部*颈内动脉和

椎动脉#采取横切面检测方式#调节取样容积的大小以便测定

颈动脉内径)

$.1

!

观察指标
!

观察两组患者的颈内动脉血流介导性舒张功

能$

bU9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血浆
4C!-

*

:V

*

Jab

*

C:b!

(

*

'(!&

的变化情况#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绞痛治疗效

果及心电图检测疗效的差异)

bU9g

$反应性内径
h

基础性

内径%"基础性内径
]-%%T

(总有效率
g

$有效例数
_

显效例

数%"总例数
]-%%T

)

$.2

!

疗效评价
!

参照2冠心病心绞痛及心电图诊断疗效标

准3)心绞痛治疗效果!显效为心绞痛经过治疗后患者的发作

次数减少大于
X%T

#心绞痛分级改善
3

级以上或对患者进行

心电图检查结果正常(有效为治疗后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数减

少
#%T

!

X%T

#心绞痛程度分级改善
-

级#静息心电图检查

5C

段回落大于或等于
%.-#;+

(无效为患者的心绞痛发作次

数无减少或减少次数小于
#%T

#心绞痛程度分级及心电图检

查无变化)心电图检测治疗效果评估!显效为心电图检查恢复

正常(有效为心电图检查未达正常水平#但是
5C

段回落大于

或等于
%.-#;+

#

C

波倒置变浅或直立(无效为心电图检查与

治疗前基本一致甚至恶化)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分析#计量资料以
A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5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3 检验#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的颈动脉超声检测结果比较
!

研究组和对照组

的颈动脉基础内径的超声测定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

%(治疗后研究组的反应性内径值为$

X.#3Y%.B&

%

;;

*

bU9

为$

-3-.XXY-".B$

%

T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3

)

表
3

!

两组患者的颈动脉超声检测结果比较%

AY=

(

组别
'

基础内径$

;;

% 反应性内径$

;;

%

bU9

$

T

%

研究组
"A ".X$Y%.$A X.#3Y%.B& -3-.XXY-".B$

对照组
"A ".X-Y%.$" &.$AY%.X" &B.X3Y&.A$

5 %.3X& B.X3& 3%.$#-

B %.B-A

$

%.%-

$

%.%-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治疗前研究

组和对照组的
4C!-

*

:V

*

Jab

*

C:b!

(

*

'(!&

检测值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4C!-

*

Jab

*

C:b!

(

*

'(!&

检测值均明显降低*

:V

值明显升高#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B

$

%.%#

%(治疗后研究组的
4C!-

*

Jab

检测值明

显低于对照组#

:V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B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AY=

(

组别
'

时间
4C!-

$

=

8

"

(

%

:V

$

"

;>E

"

(

%

Jab

$

T

%

C:b!

(

$

=

8

"

(

%

'(!&

$

=

8

"

(

%

研究组
"A

治疗前
-"A.#Y-A.& "$."Y$.- -&A.XY-X.B -3.#$Y3.A" 3&.A"Y".%B

治疗后
-%#.3Y-3.$

"0

$-.3Y"."

"0

-3X.#Y-$.3

"0

&.-XY-.B#

"

-#.$$Y3.B#

"

对照组
"A

治疗前
-"$."Y-#.X "#.&Y".A -&".#Y-B.$ --.""Y3.X- 3#.-"Y".3A

治疗后
--A."Y-3."

"

"X."Y".&

"

-$%.3Y-#.&

"

&.&3Y-.BA

"

-&.%3Y3.X$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B

$

%.%#

(与对照组比较#

0

B

$

%.%#

)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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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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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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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

研究组治疗后的总有

效率为
B-.XB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AT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3

gh3.%#3

#

B

$

%.%#

%)见表
$

)

/.1

!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心电图检查结果比较
!

研究组心电图

结果显示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BA."%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X&.#%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gh3.-"A

#

B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比较)

'

%

T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研究组
"A -$

$

"A.X$

%

3%

$

#$.%#

%

"

$

X.--

%

对照组
"A X

$

3-.&3

%

3%

$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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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性心绞痛属于不稳定型心绞痛#引发此类疾病的原因

主要有血管内皮功能不全导致的
:V

供应不足#

RF>!R>0H

信

号传导途径增强和副交感神经活性增强所引起冠脉痉挛#此

外#炎性因子如
Q

反应蛋白等也可能诱发心绞痛+

#

,

)临床上

对此类疾病的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药物治疗

主要包括
QI

3_通道阻滞剂$硝苯地平和地尔硫
!

等%#硝酸酯

类$硝酸甘油和单硝酸异山梨酯等%*他汀类$阿托伐他汀和辛

伐他汀等%(手术治疗方式主要有植入起搏器或心脏复律除颤

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和冠状动脉搭桥术等)而具体的治

疗措施需要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

&!A

,

)

目前临床上已有采用西药联合中药制剂治疗心绞痛的病

例#如孟庆忠+

X

,通过采用舒血宁联合硝酸酯类药物治疗冠心病

心绞痛#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只给予硝酸酯类药物进行常

规治疗#而治疗组联合采用舒血宁和硝酸酯类药物进行治疗#

结果显示联合给药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复方

丹参滴丸的主要成分为三七皂苷和水溶性丹参素#三七皂苷具

有活血通脉*化淤止痛的功效)其对多个靶点均有药理作用#

如通过降低心肌耗氧量而保护心肌细胞#通过调节
:V

的生成

以维持其与
4C!-

的平衡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抑制血小板聚

集以防止血栓形成等+

B

,

)目前采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心绞痛

的临床疗效已获得肯定#除了扩张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等已

知作用外#还具有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周勇+

-%

,探讨了复方

丹参滴丸对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其研究结果发现复方丹

参滴丸可以明显降低患者的
Q9&3

,

和颗粒膜蛋白
-$%

$

2UP!

-$%

%的水平#这表明复方丹参滴丸还可以明显抑制血小板活

化#抑制血栓形成)沈明锋+

--

,探讨了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稳定

性心绞痛的临床效果#结果发现复方丹参滴丸可以明显降低患

者心绞痛的发生次数#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从而改

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复方丹参滴丸心能够

明显改善心电图结果#使
5C!C

改变者恢复正常+

-3

,

)

在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在加用复方丹参滴丸后
4C!-

*

Jab

检测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这表明复方丹参滴丸有减轻炎性反应#保护血管内皮功

能的疗效)而
:V

值却明显高于对照组$

B

$

%.%#

%#可能与

:V

可以激活鸟苷酸环化酶#增加血管平滑肌的环磷酸鸟苷#

从而扩张血管而改善心绞痛症状有关)颈动脉超声检测为目

前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检测方法#本文通过颈动脉超声检测发

现研究组的
bU9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B

$

%.%#

%#这也说明了

复方丹参滴丸在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次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
B-.XBT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A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综上所述#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变异性心绞痛的主要机制是

改善微循环和内皮功能及抗氧化和抗炎作用#能够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临床上在治疗变异性心绞痛时可以考虑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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