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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血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血清炎症介

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86=7*&

#'基质金属蛋白酶
)

!

==7*)

#表达和血液流变学的影响$方法
!

将该

院收治的
&!'

例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b,#

#和对照组!

'b,#

#"对照组给予氨溴索治疗"治

疗组给予血栓通注射液
G

氨溴索治疗"两组均治疗
(

个疗程"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凝血功能'血液流变

学'

==7*)

'

86=7*&

'炎症因子表达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

治疗后"两组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LND&

#'用力肺

活量!

LDJ

#和最大通气量!

=DD

#均显著提高!

9

%

"$"+

#"治疗组
LDJ

提高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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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
LND&

'

=D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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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凝血酶原时间!

78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3788

#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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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原!

L6[

#'全血高切黏度'低切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

==7*)

'

86=7*&

'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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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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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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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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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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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治疗

组凝血功能'血清指标和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幅度均大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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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

能有效改善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肺功能和凝血功能"降低炎症介质的表达"改善患者血液动力学平衡"且安

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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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Jd7Q

#是难治性呼吸系统慢

性疾病!气道$肺部为其主要发病部位&

&*!

'

%

Jd7Q

患

者常伴有血液高凝状态$炎症因子表达紊乱等情况!

导致血液黏度增加$血小板聚集和血管内皮细胞受

损&

(*#

'

%患者长期经受生理$心理折磨!病情严重者需

卧床修养!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和工作!生活质量严重

下降!如何有效治疗
Jd7Q

是国内外医学界共同攻克

的难题&

+

'

%氨溴索$血栓通在治疗
Jd7Q

中应用广

泛!但关于两药联合应用的研究较少&

,

'

%本研究对本

院收治的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应用血栓通注射液

联合氨溴索治疗!旨在为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的治

疗寻求更优的治疗方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本院收治的
&!'

例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

&

#符合中华医学会提出的
Jd7Q

诊

断标准&

1

'

!并伴有高凝状态者-"

!

#均为轻$中度

Jd7Q

!且不存在其他呼吸道系统的疾病者-"

(

#不处

于急性加重期且近期未使用过类似的药物者-"

#

#所

有患者均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决议!同意参与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合并有心$肝$肾

等脏器疾病者-"

!

#对本研究用药有禁忌证者-"

(

#治

疗中依从性差或中途退出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b,#

#和治疗组"

'b

,#

#%治疗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

"

,!$1(c($"'

#岁!平均病程"

'$#)c!$()

#年-对照组

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c

($&&

#岁!平均病程"

'$!+c!$&1

#年%两组性别"

!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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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7b"$+1

!

9

%

"$"+

#$平均

病程"

7b"$+)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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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给予盐酸氨溴索片"商品名

沐舒坦!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O!""("(,"

!

("B

X

#口服治疗!

("B

X

)次!每日
(

次-

治疗组给予盐酸氨溴索片
G

血栓通注射液"广西梧州

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g#+"!&11"

!规格

+B:m&1+B

X

#

&"B:G&"4

葡萄糖注射液
!+"B:

!

每日
&

次静脉滴注进行治疗%

1?

为
&

个疗程!连续

治疗
(

个疗程%

$$&

!

观察指标
!

肺功能指标(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

和治疗
(

个疗程后的肺功能指标!比较前后变化!

(

个

指标为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LND&

#$用力肺活量

"

LDJ

#和最大通气量"

=DD

#%凝血指标(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凝血指标的变化情况!

分别抽取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患者清晨空腹静

脉血!肝素抗凝备用!测定两组患者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3788

#$纤维蛋白原"

L6[

#及凝血酶原时间

"

78

#%血液流变学指标(分别抽取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的清晨空腹静脉血!肝素抗凝备用!送外院

测定两组患者的全血高切$全血低切$血浆黏度$红细

胞压积%血清指标(分别抽取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

个

流程后的清晨空腹静脉血!静置离心!取上清液存于

P!"a

冰箱备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N:6@3

#

法!送外院测定血清
==7*)

$

86=7*&

$肿瘤坏死因子

)

"

85L*

)

#$白细胞介素
*,

"

6:*,

#$白细胞介素
*'

"

6:*'

#

的水平%不良反应(观察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

反应!如恶心$呕吐$腹胀等症状%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7@@&)$"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Jc=

表示!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

9

%

"$"+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

治疗后!两组
LND&

$

LDJ

和
=DD

均显著提高

"

9

%

"$"+

#!治疗组
LDJ

提高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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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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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LND&

$

=D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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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LND&

"

4

#

LDJ

"

:

#

=DD

"

4

#

治疗组
,#

治疗前
+'$#)c)$&' &$#&c"$!+ #!$(+c+$1(

治疗后
1&$&,c)$'!

"

&$)#c"$(,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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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治疗前
+'$!1c)$&! &$##c"$!, #!$&,c+$11

治疗后
,'$(+c)$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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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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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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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9

%

"$"+

%$%

!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凝血功能指标比

较
!

治疗后!两组
3788

$

78

均显著提高"

9

%

"$"+

#!

L6[

显著降低"

9

%

"$"+

#!且治疗组各凝血功能指标

变化幅度均大于对照组"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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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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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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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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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
,#

治疗前
!#$,+c#$!& )$++c"$#& #$'!c&$()

治疗后
!1$,)c#$+#

"#

&"$#(c"$##

"#

!$+1c"$'#

"#

对照组
,#

治疗前
!#$+(c#$&1 )$#!c"$() #$1)c&$('

治疗后
!+$'!c!$+!

"

)$'+c"$#!

"

($,#c&$&)

"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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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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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血液流变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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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治疗后!两组全血高切黏度$低切黏度$血浆黏

度和红细胞压积均显著降低"

9

%

"$"+

#!且治疗组血

液流变学指标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

9

%

"$"+

#%见

表
(

%

%$'

!

两组治疗前和治疗
(

个疗程后血清指标比较
!

治疗后!两组
==7*)

$

86=7*&

$

85L*

)

$

6:*,

和
6:*'

水平均显著降低"

9

%

"$"+

#!且治疗组降低幅度大于

对照组"

9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全血高切黏度"

B7;$/

# 全血低切黏度"

B7;$/

# 血浆黏度"

B7;$/

# 红细胞压积"

4

#

治疗组
,#

治疗前
,$&#c&$)& &($&,c!$!( &$1+c"$#, "$+)c"$&#

治疗后
#$('c&$##

"#

&"$1(c!$"+

"#

&$!'c"$('

"#

"$#,c"$")

"#

对照组
,#

治疗前
,$&)c&$)( &($!1c!$!, &$1!c"$#+ "$,&c"$&+

治疗后
+$!+c&$1!

"

&&$)+c!$&!

"

&$+"c"$#!

"

"$+(c"$&!

"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9

%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9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指标比较$

Jc=

%

组别
'

时间
==7*)

"

0

X

)

B:

#

86=7*&

"

0

X

)

B:

#

85L*

)

"

0

X

)

:

#

6:*,

"

0

X

)

:

#

6:*'

"

0

X

)

B:

#

对照组
,#

治疗前
!(,$!+c,#$(+ &+!$#,c+"$&+ &($!#c($"' ,+$!(c&#$!+ ,($&(c&+$&#

治疗后
&))$!+c+"$#'

"

&(&$!1c#!$&'

"

1$"'c!$!#

"

#!$)!c&&$+,

"

##$,(c&!$1!

"

治疗组
,#

治疗前
!(1$&'c,#$!' &+($!(c+"$(# &($,(c($&! ,,$&1c&#$!) ,#$)&c&+$!1

治疗后
&,($1#c#'$(,

"#

&&"$+,c(1$+!

"#

#$11c&$+'

"#

(!$,+c)$,'

"#

(&$)#c&"$(#

"#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9

%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9

%

"$"+

%$Q

!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
!

治疗过程中!两组均无明

显不良反应症状%

&

!

讨
!!

论

!!

Jd7Q

患者早期或仅表现为咳嗽$咳痰!无特异

性症状!随着病情发展可引起活动后胸痛$气短$气喘

等症状!血液黏度增加!导致其他一系列并发症&

'*)

'

%

Jd7Q

患者常伴有血液高凝状态!缓解临床症状$改

善肺功能和减少并发症是该病治疗的主要任务&

&"*&&

'

%

本研究主要从肺功能$凝血功能$血液流变学$血清

==7*)

$

86=7*&

$炎症介质表达及不良反应几个方面

来探讨血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治疗
Jd7Q

伴高凝

状态患者的临床疗效!发现血栓通联合氨溴索治疗效

果显著%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

状况均显著改善!氨溴索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氨溴

索主要作用于呼吸道和肺部!作用机制为抑制黏液腺

的分泌和增加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分泌!痰液黏度降

低!故更易咳出&

+

'

%本研究中!治疗后两组患者凝血

功能得到显著改善!且治疗组改善更为显著!主要与

血栓通具有活血化瘀$舒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的作

用有关&

&&

'

%本研究中!治疗组血液流变学的各项指标

显著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主要与血栓通能改善血液

的黏稠状态!增加纤溶酶活性!溶解纤维蛋白!溶栓及

抗血栓作用有关!可明显减少并发症&

&!*&(

'

!说明血栓

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能有效调节血液动力学平衡%

86=7*&

是
==7*)

的天然抑制因子&

&!

'

!

86=7*

&

$

==7*)

均参与炎性反应!患
Jd7Q

时机体内的

==7*)

及
86=7*&

的水平升高&

&#

'

!治疗 组 血 清

==7*)

$

86=7*&

明显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说明血

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能有效下调
Jd7Q

伴高凝状

态患者
==7*)

$

86=7*&

水平!间接说明其具有保护

肺部结构$抑制炎症等作用%

85L*

)

$

6:*,

$

6:*'

是反

映炎症介质表达情况常用的检测指标!

85L*

)

能诱发

炎性反应!促进肉芽肿的形成和发展-

6:*,

和
6:*'

均

为促炎因子!促使炎性反应更严重&

&+*&1

'

%本研究结果

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炎症介质指标
85L*

)

$

6:*,

$

6:*

'

均显著降低!且治疗组明显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再

次说明血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能有效降低
Jd7Q

伴高凝状态患者的炎性反应!抑制炎症介质的表达%

研究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无明显不良反应!说明血栓

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安全有效%

'

!

结
!!

论

!!

血栓通注射液联合氨溴索能有效改善
Jd7Q

伴

高凝状态患者的肺功能$凝血功能及血液动力学平

衡!降低血液黏稠度!显著降低炎症介质的表达!且无

明显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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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的预防提供第一手的科学依据%虽然朝阳区对病

毒性腹泻的监测一直在常规进行!但是在腹泻病毒监

测种类以及监测数据的分析利用方面!仍需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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