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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功能的影响研究"

刘子豪$

!王海霞%

!刘林林%

!冯晨芳%

!刘
!

颖%

!刘晓军%

"

$;

河间市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河北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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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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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人民医院医专院区

脑血管病介入科!河北沧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丹红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内皮祖细胞%炎性因子及神经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河间市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研究!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丹红注射液
`

常规治疗#

和对照组"常规治疗#!治疗
(!P

后比较两组患者内皮祖细胞%神经功能%炎性指标变化情况$结果
!

治疗前两组患者外周血内皮

祖细胞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内皮祖细胞数量均明显增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组内皮祖细胞数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前两组患者
Y90-

::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
Y90::

评分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组
Y90::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96-"

及
96-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
96-"

及
96-$!

水平均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

$#P

时研究组
96-"

及
96-$!

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丹红注射液可明显改善急

性脑梗死患者内皮祖细胞及炎性因子水平!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

!

丹红注射液'

!

神经功能'

!

内皮祖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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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预后较差#除较高的致死率外#严重的神经功

能损伤对患者生存质量影响极大*丹红注射液是临床常用的

中成药制剂#该药由红花和丹参提取物制成#在脑梗死'缺血性

心脏病等疾病的临床救治中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有研究指

出#丹红注射液通过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发挥作用#对脑缺血

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

)

*内皮祖细胞在预测缺血性疾病及保护

血管等方面有较大应用价值*有研究证实内皮祖细胞能促进

缺血部位血供#进而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炎症被认为是影响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GQ62OWBP

!

RB7BHOBF%!$+

!

XAE;(*

!

YA;%(

"

基金项目!河北沧州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

%*

!!

作者简介!刘子豪#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脑血管病方向研究*



神经功能的重要因素(

%

)

*有研究认为炎性因子得到快速控制

后#急性脑梗死患者预后可得到显著改善(

(

)

*本次研究中#选

取内皮祖细胞'炎性因子作为观察指标#观察丹红注射液对急

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改善作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e$$

月收治的
$$"

例急

性脑梗死患者进行研究#所有患者均按,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

会议-制定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

)确诊#发病时间均低于
%#)

#经

头颅
/@

与头部
W89

确诊为脑梗死*排除标准!$

$

%合并心房

纤颤'心肌梗死及冠心病等严重心脏疾病者&$

%

%合并肝肾功能

不全者&$

(

%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

%合并恶性肿瘤者&$

&

%

合并急慢性感染性疾病者&$

"

%半年内合并免疫抑制剂或糖皮

质激素使用史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
&*

例*研究组患者
&*

例#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

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V+;$"

%岁#按
Y90-

::

评分分为神经功能缺损轻型
$*

例#中型
%+

例#重型
$(

例*

对照组患者
&*

例#男性患者
%"

例#女性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V+;%!

%岁#神经功能缺损包括轻型
$'

例#中型
%"

例#重型
$(

例*所有入组患者家属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根据患者病情#给予依

达拉奉抗自由基损伤'肠溶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甘露醇治

疗颅内高压等对症治疗措施*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丹

红注射液$菏泽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b%!!%"*""

#规格

%!H6

"支%治疗#

$

支丹红注射液
`!;'<

氯化钠注射液
%&!

H6

静脉滴注#每天
$

次#

%

周为
$

个疗程*

?;A

!

观察指标
!

$

$

%内皮祖细胞!在治疗前$入院
%#)

%'治疗

后
+

'

$#

'

(!P

时#抽取患者
$!H6

外周静脉血#置于
1R@,

抗

凝管*采用免疫荧光标记#而后进行流式细胞检测#

/R$((

'

/R(#

与
\R8

均阳性的细胞即为内皮祖细胞#对其计数*$

%

%

炎性因子!在治疗前$入院
%#)

%'治疗后
+

'

$#

'

(!P

时#抽取患

者
(H6

外周静脉血#离心后待检测#包括白细胞介素
-"

$

96-"

%

与白细胞介素
-$!

$

96-$!

%两个指标#采用上海羽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的
169:,

试剂盒进行检测#按说明书进行检测及

判定*$

(

%神经功能!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

Y90::

%进行测定#分别在治疗前$入院
%#)

%'治疗后
+

'

$#

'

(!P

时测定#

$$"

例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进行评定*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
.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情况
!

共
$!'

例患者完成观察#共
+

例患者失访#其

中对照组
(

例#研究组
#

例*

$

例患者因经济条件差转院治

疗#

(

例患者因早期恢复提前出院#

(

例患者因提前出院脱离观

察#失访率为
";!(<

*

@;@

!

两组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

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内皮祖细胞数量均明显增高#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组内

皮祖细胞数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数量比较

!!!

#个'百万个细胞&

.V@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研究组
&# %$;(+V(;!' ($;*%V(;$&

"

(*;&%V%;$#

"

(+;%!V(;$"

"

对照组
&& %$;(#V(;#* %+;&#V%;%$

"

(%;#$V(;$*

"

(#;%'V#;%&

"

< !;!#* *;$'* $$;+** #;!"%

!

#

!;!&

$

!;!&

$

!;!&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

@;A

!

两组患者
Y90::

评分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
Y90::

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
Y90-

::

评分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组
Y90::

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Y90::

评分比较#分&

.V@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研究组
&# %+;(#V(;$& %&;+"V%;("

"

%!;$(V%;(%

"

$";#(V%;*"

"

对照组
&& %+;#$V(;%+ %+;!*V(;#( %(;&#V%;*$

"

%!;%'V%;!+

"

< !;$$# %;(## ";'!% *;!"!

!

#

!;!&

$

!;!&

$

!;!&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

@;B

!

两组患者血清
96-"

水平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96-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患者

96-"

水平均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

$#P

时研究组
96-"

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血清
96-"

水平比较#

DL

'

H6

&

.V@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治疗后
(!P

研究组
&# "(;$%V%;!' ((;%#V&;%*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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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血清
96-$!

水平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96-$!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两组

患者
96-$!

水平均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后
+P

及
$#P

时研究组
96-$!

水平较对照组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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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红花酚苷'丹参酚酸'丹参酮'儿茶酚'红花黄色素'丹参酸

等*现代药理学证实#丹红注射液中的成分多具有促进纤维蛋

白溶解#改善微循环及血液动力学#抗血栓及保护心肌损伤等

作用(

&

)

*刘金虹等(

"

)的研究还发现其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及

血小板黏附的作用*本次研究中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外周血

内皮祖细胞数量均有明显增高#但在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

组内皮祖细胞数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该结果表明丹红注射液可改善急性脑梗死患者外周血

内皮祖细胞数量*黄涛等(

+

)的研究认为#丹红注射液可通过提

高内皮祖细胞水平以保护心脑血管*但目前关于丹红注射液

对内皮祖细胞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内皮祖细胞存在于外周血#可分化成血管内皮细胞进而形

成新生血管*随着研究的深入#内皮祖细胞被证实在缺血性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研究发现#内皮祖

细胞可用于判定缺血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

*

)

*谢宸宸

等(

'

)的研究发现#内皮祖细胞数量是缺血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因

素#数量越低时缺血性疾病发生风险越大*还有研究发现#急

性脑梗死患者中内皮祖细胞数量先降低#后增高#表明其积极

参与了血管的修复与新生(

$!

)

*在一项针对缺血性大鼠的研究

中发现#早期干预质量提升内皮祖细胞数量可促进心血管的生

成#进而加速侧支循环的重建(

$$

)

#这有利于神经功能的维持和

恢复*对于内皮祖细胞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机制#一方面可能

是新生血管保证了血供#另一方面可能是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促

进神经元再生(

$%

)

*本次研究中#治疗后
+

'

$#

'

(!P

时研究组

Y90::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

明丹红注射液可促进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的改善#这也与

文献(

$(

)报道相符*

有研究认为炎性因子是急性脑梗死发病的关键介质(

$#

)

*

炎性因子可分为抗炎细胞因子和促炎细胞因子两种*本次研

究中选取
96-"

和
96-$!

两种炎性因子进行研究#其中
96-"

是

促炎细胞因子#

96-$!

是抗炎细胞因子*这两种因子间被认为

存在正相关的动态平衡关系#且该关系与机体的免疫状态紧密

相关*有研究指出#机体受到刺激时#抗炎及促炎系统同时启

动#共同调节炎性反应(

$&

)

*本次研究中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

96-"

及
96-$!

水平均降低#在治疗后
+

'

$#P

时研究组
96-"

及

96-$!

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在

治疗后
(!P

时#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该结果表明丹红注射液在早期时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炎性反

应控制效果更佳#但远期而言控制水平与常规治疗相当*但本

次研究中#治疗后研究组
Y90::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这也可能

与炎性因子的早期改善有关*炎性反应早期得到控制#减少了

对脑组织的损伤#维持或促进了神经功能的改善*

综上所述#丹红注射液可明显改善急性脑梗死患者内皮祖

细胞及炎性因子水平#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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