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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防治阿霉素化疗后心脏毒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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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防治阿霉素所致化疗后心脏毒性的效果$方法
"

选取
@)'8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该院应用阿霉素进行化疗的
()

例血液肿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
8(

例患者应用右丙亚胺注射治疗!观察组
?@

例患者在右丙亚胺注射治疗基础上联

合应用黄芪注射液!连续用药治疗
?

个周期"每周期
')J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心脏毒性的防治效果$结果
"

治

疗前!两组患者窦性心动过速'早搏'

g+U

低电压'非特异性
U5>5

改变情况的发生率均为
)

%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心电图异常发生率"

=7'?N

#与对照组"

8?7@'N

#相比明显降低"

K

$

)7)&

#$观察组患者肌酸激酶同工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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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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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肌钙蛋白
&

"

C51

&

#"

')7)@d)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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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

,

AS

!左心室射血分数"

ST[[

#

"

?'7&)d''78@

#

AA

!心室射血分数"

X[N

#"

&)7':d&7'8

#

N

!对照组患者
$Z>"\

"

8&7:9d97):

#

]

,

S

!

C51

&

"

'87:9d)7=?

#

b')

@

1

H

,

AS

!

ST[[

"

&'78:d'@7)9

#

AA

!

X[N

"

?:79?d&7)8

#

N

!观察组较对照组更接近于正

常水平"

K

$

)7)&

#$结论
"

应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对阿霉素所致心脏毒性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可有效

降低血液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保证
$Z>"\

'

C51

&

'

ST[[

'

X[N

在治疗前后维持于正常

水平$

关键词"右丙亚胺%

"

黄芪%

"

阿霉素%

"

心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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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毒性是指某些生物毒素对心脏产生选择性

毒副作用#对于老年患者+糖尿病患者或心脏病史患

者出现心脏毒性最为普遍$

'

%

&对于生存患者都可能

出现抗癌药心脏毒性#心脏毒性可以发生在治疗期

间#也可以发生在治疗后数月#甚至数年$

'

%

&另外#血

液肿瘤患者应用蒽环类抗癌药物进行治疗时#在治疗

期间+治疗后数月甚至数年均易发生抗癌药心脏毒

性$

@

%

&目前常用的抗肿瘤药物中#能引起心脏毒性反

应的包括环磷胺+柔红霉素+阿霉素及表阿霉素等#其

中以柔红霉素和阿霉素两药的心脏毒性发生率较

高$

8

%

&心脏毒性是引起患者继发心律失常+心肌缺

氧+心肌病变等损害的重要原因$

?

%

&右丙亚胺是减少

阿霉素引起心脏毒性发生及进展的经典用药#黄芪具

有减轻心肌缺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两种药

物联合应用#对防治阿霉素所致心脏毒性具有一定的

效果$

?

%

#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此研究尚少&本研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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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防治阿霉素化

疗后心脏毒性的效果#特选取
@)'8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本院应用阿霉素进行化疗的
()

例血液

肿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7A

"

一般资料
"

选取
@)'8

年
'@

月至
@)':

年
'@

月

入住本院应用阿霉素进行化疗的
()

例血液肿瘤患者

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女
?'

例#男
89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7&8d978&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

?7''d'78?

(月&纳入标准!'

'

(病程
'

8

个月的血液

肿瘤患者*'

@

(经各项临床诊断#符合化疗标准的患

者*'

8

(意识清楚+神智正常#能对事物进行清晰表达

的患者*'

?

(能主动配合调查#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排

除标准!'

'

(伴严重肝脏+肾脏+脑血管等严重脏器和

组织疾病的患者*'

@

(过敏性体质#和对研究中所用药

物有严重过敏倾向的患者*'

8

(精神异常者*'

?

(发生

严重心肌梗死者*'

&

(哺乳期和妊娠期的女性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

例血液肿瘤化疗患者分为观

察组'

1k?@

(与对照组'

1k8(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7)&

(#见表
'

&所有患者

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经本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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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项目 对照组'

(k8(

( 观察组'

(k?@

(

!

@

"

A K

性别'男"女(

'9

"

'9 @@

"

@) )7)?& )798@

年龄'岁#

JdG

(

??78'd97(& ??7&(d(7=@ )7'8) )7(9=

病程'月#

JdG

(

?7?&d'7)@ ?7)'d'78= '7:'& )7'')

血液肿瘤种类'

(

(

"

多发性骨髓瘤
') '? '7'8? )7&:=

"

淋巴瘤
'( '&

"

急性白血病
') '8

A7B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阿霉素化疗
?

个周期#

对照组在化疗前给予右丙亚胺'生产厂家!江苏奥赛

康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

(注

射治疗#右丙亚胺与阿霉素的用药比例为
')h'

#右丙

亚胺与
@&AS

的
)7':=A43

"

S

乳酸钠配制成溶液后

再用
&N

葡萄糖溶液稀释为质量浓度为
')A

H

"

AS

的

注射液进行静脉滴注#滴注结束后再给予阿霉素化

疗&观察组在右丙亚胺注射治疗基础上#加用黄芪注

射液 '神 威 药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生 产#国 药 准 字

V'8)@)999

(一次
')

"

@)AS

加入
&N

葡萄糖注射液

@&)AS

进行静脉滴注#每日
'

次#

')

天为一个周期#

治疗共
?

个周期&

A7C

"

观察指标
"

参照文献$

&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心电图和各生化指标改变&'

'

(两组患者心电图异

常的发生情况#异常心电图具体包括窦性心动过速+

早搏+

g+U

低电压+非特异性
U5>5

改变&'

@

(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各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改变情况#具

体包括!肌酸激酶同工酶'

$Z>"\

(+心肌肌钙蛋白
&

'

C51

&

(+左心室射血分数'

ST[[

(+心室射血分数

'

X[N

(&

A7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UU'=7)

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数据正态分布以
JdG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N

(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K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7A

"

两组患者治疗后心电图异常的发生情况
"

治疗

前#两组患者窦性心动过速+早搏+

g+U

低电压+非特

异性
U5>5

改变情况的发生率均为
)

*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心电图异常发生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k97'8&

#

Kk)7))8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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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后心电图异常发生情况的比较%

(

#

N

$&

组别
(

窦性

心动过速
早搏

g+U

低电压

非特异性

U5>5

改变

心电图异常

发生率'

N

(

对照组
8(?

'

')7&8

(

8

'

=7(9

(

@

'

&7@:

(

?

'

')7&8

(

8?7@'

观察组
?@'

'

@78(

(

'

'

@78(

(

)

'

)

(

'

'

@78(

(

=7'?

B7B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脏各项生化指标的变化情

况
"

治疗前#两组患者
$Z>"\

+

C51

&

+

ST[[

+

X[N

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水平#两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

(

)7)&

(*治疗后#观察组各项指标的变化程度与对照组

相比明显要小'

K

$

)7)&

(#观察组各项指标更接近于

正常水平&见表
8

&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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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脏各项生化指标变化情况的比较#

JdG

$

组别
(

$Z>"\

'

]

"

S

(

治疗前 治疗后

C51

&

'

b')

@

1

H

"

AS

(

治疗前 治疗后

ST[[

'

AA

(

治疗前 治疗后

X[N

'

N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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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肿瘤治疗中#化疗和生物学靶向治疗都可能

对患者心脏造成损害#甚至影响患者预后或死亡$

&

%

&

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常常被临床医生忽视#并缺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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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监测及治疗&研究显示$

:

%

#环磷胺+柔红霉素+阿

霉素及表阿霉素等常用蒽环类化疗常用药物均会引

发心脏毒性#其中阿霉素引起心脏毒性发生率最高&

监测和治疗血液肿瘤治疗时减少心脏相关毒性关系

重大治疗时继发的心脏毒性对于#这对发展新疗法#

维护心脏安全尤为重要&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阿霉素

化疗前给予右丙亚胺注射治疗#同时加用黄芪注射

液#对阿霉素引发血液肿瘤患者心脏毒性的发生起到

了一定的防治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化疗前心电图+心

脏各项生化指标均处于正常水平#组间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K

(

)7)&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心电图异常

发生情况#

$Z>"\

+

C51

&

+

ST[[

+

X[N

指标水平较

对照组相比更为平稳'

K

$

)7)&

(&可见#血液肿瘤患

者给予阿霉素化疗期间#应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

液后#患者心功能够得到良好的保护#心脏毒性发生

率较低&右丙亚胺是减少阿霉素引起心脏毒性发生

及进展的经典用药#虽然临床研究表明阿霉素化疗期

间加用右丙亚胺可能接受较高的阿奇霉素累积量#但

不能消除蒽环类药诱导的心脏毒性#因此#必须仔细

检查心脏功能$

=>9

%

&为弥补右丙亚胺在降低心脏毒性

中的弱势#本院采取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案&祖国传

统医学认为#黄芪具有补气固表+益气养元+扶正祛

邪+利尿托毒+养心通脉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

黄芪具有减轻心肌缺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的作

用$

')

%

&研究表明$

''

%

#黄芪可减轻缺血缺氧时心肌细

胞内的钙超载状态#并减轻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状态&

另外#黄芪具有减轻细胞炎性因子对血管微环境的损

伤#可以改善内皮功能并减少斑块的炎性反应#从而

降低心脏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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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还具有良好的血管调

节作用#可降低患者体内的内皮素水平#使平均肺动

脉压和肺毛细血管楔压明显降低#进而增加心排出血

量和心排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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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临床经验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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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由

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脏毒性远高于预期#很大部分的患

者在接受治疗后虽然生命得到了延长#但导致了慢性

心脏疾病&因此#为了让血液肿瘤患者的心脏毒性与

心脏疾病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心脏病学在此领域概

念的理解还有待提高#从而为患者提供最佳得到更加

有效的治疗#应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能够有效

减轻肿瘤患者化疗期间一起的心脏毒性#提高患者预

后的生存质量并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心脏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应用右丙亚胺联合黄芪注射液对阿霉

素所致心脏毒性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可有效降低血

液肿瘤患者化疗期间心电图异常的发生率#保证
$Z>

"\

+

C51

&

+

ST[[

+

X[N

在治疗前后维持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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