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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苦黄注射液综合治疗慢性重型肝炎的疗效观察

江苏无锡市传染病医院 ( 21 40 0 7 )顾锡炳 刘海肃

我院加用苦黄注射液 (江苏省国营常熟制药厂

生产 )综合治疗慢重肝 0 5例并与加用茵桅黄注射液

3 0 例作对照
,

取得了较好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病例来源与诊断标准
:

共观察 80 例
,

治疗组慢

重肝 50 例为 1 993
一

06 ~ 1 9 9 6
一
1 2 的住院病例

,

对照组

慢重肝 30 例为 19 9 3
一
0 6 以前的住院病例

。

慢重肝的

临床诊断均符合 1 9 9 5 年 (北京 )全国病毒性肝炎学

术会议修订的标准
。

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 ( H B v M )

8 0 例中阳性 7 5 例 ( 9 3
.

7 5% )
。

1
.

2 性别与年龄
:

治疗组 50 例
,

男 41 例 (82 % )
,

女

9例 ( 18% )
,

平均年龄 4 5
.

9 4 岁 ( 20~ 7 2 岁 )
。

对照组

3 0 例
,

男 2 5 例 ( 8 3
.

3 3% )
,

女 5 例 ( 1 6
.

1 6% )
,

平均年

龄 41
.

73 岁 (1 7~ “ 岁 )
。

两组无明显差别 (尸均 >

0
.

0 5 )
。

1
.

3 病程
:

治疗组治疗前平均病程 5
.

69 年 (6 月 ~

20 年 )
,

对照组平均 4
.

4 5年 (6 月一 18 年 )
,

两组无

明显差别 (尸> 0
.

05 )
。

1
.

4 治疗前主要临床表现与合并症比较
:

所有病例

均有高度乏力
、

明显食欲减退和恶心
、

呕吐等症状
。

在出血倾向
、

昏迷
、

感染等方面
,

两组无明显差别 (尸

均 > 0
.

0 5 )
。

1
.

5 实验室检查结果 比较
:

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

为
:

血清胆红素 3 90
.

12 士 162
.

18 拜m ol /L 和 3 78
.

9士

1 4 5
.

7 拌m o l / L ; 酶胆分 离 1 7 例 占 5 4% 和 1 0 例 占

3 3
.

3 3写 ;血清胆固醇 2
.

3 3士 0
.

7 7 m m o l /L 和 2
.

5 9

士 0
.

5 7 m m o l /L ;血浆 白蛋白 33
.

34士 5
.

92 9 / L 和

32
.

0 5士 5
.

2 8 9 / L ,凝血酶原活动度 5 2
.

6 2士 5
.

7 6%

和 3 3
.

9 8士 6
.

9 3%
。

两组无明显差别 ( P 均 > 0
.

0 5 )
。

两组病例的病程
、

症状
、

合并症及主要化验指标均具

有可比性
。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苦黄注射液 50 ~ 60 m L 加入 10 %葡

萄糖 250 ~ 500 m L 中静滴
,

每 日 1 次 ;对照组用茵桅

黄注射液 4 0 m L 加入 1 0 %葡萄糖液 2 5 0 ~ 5 0 0 m L

中静滴
,

每 日 1 次
,

均用至黄疽降至正常停药
,

其中

治疗两组相同
。

3 结果

3
.

1 存活率与病死率
:

治疗组 50 例存活 (临床症状

消失
、

肝功能基本正常 ) 32 例 ( 64 % )
,

对照组 30 例

存活 12 例 (4 o % )
,

两组相 比较有显著的差异 (尸 <

0
.

0 5 )
。

治疗组死亡 18 例 (3 6 % )
,

对照组死亡 18 例

( 6 0 % )
。

3
.

2 退黄情况
:

治疗组与对照组存活者治疗后黄疽

退至正常时间分别为平均 85
.

19 d 和 1 1 9
.

3 d
,

两组

比较有显著差异 (尸 < 0
.

0 5 )
。

3
.

3 血清甲胎蛋白 ( A F )P 变化
:

治疗组共测 26 例
,

治疗后 A F P 升高 19 例 (7 3
.

07 % )
,

对照组共测定 18

例
,

升高 12 例 (6 6
.

“ % )
。

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尸

> 0
.

0 5 )
。

3
.

4 不良反应
:

苦黄注射液治疗病例于治疗期间未

发现过敏反应及其它不良反应
。

4 讨论

苦黄注射液是由苦参
、

大黄
、

茵陈
、

柴胡及大青

叶五味中药提取制成的复方中药注射液
。

本方剂具

有清热解毒
,

利湿退黄的功效
。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

上述药物具有一定程度的抗菌或杭病毒作用 l1[
。

大

黄和苦参均具有利胆作用
,

二者合用有协同作用
。

茵

陈和大青叶有促进或增加胆汁分泌作用
。

柴胡有利

胆促肝细胞再生作用川
。

苦黄中含多种人体所需的

氨基酸及微量元素
,

均对肝炎病人的恢复起一定作

用 sj[
。

文献报道
,

苦黄与促肝细胞生长素联用能明显

改善重肝预后
,

减少病死率闭
。

我们加用苦黄注射液

综合治疗慢重肝 50 例
,

存活 32 例 (6 4% )
,

而加用茵

酮且为差向异构体
.

W ~ VI 为黄烷酮
,
I 和 w

,
v 和

班为差向异构体
。

I ~ VI 均有免疫调节作用
。

在内毒素激活的鼠

巨噬细胞中
,

有抑制氧化氮生成的活性
,

在 10 0 雌 /

m L 浓 度时
,

对氧化氮 合成酶的抑制率为 90 % ~

9 4 %
,

在此浓度下细胞活力仍有 85 % ~ 90 %
。

(陈笔硒摘译 仁纪武校 )

〔T e t r a h e d r o n 19 9 7
,

5 3 ( 2 3 )
:
78 3 3〕

6 4



桅黄注射液的 30 例存活 12 例 (4 o % )
。

A F P 的阳性结果一般提示肝细胞再 生旺盛
,

在

临床上常用于诊断原发性肝癌或肝细胞再生图
。

治

疗后 A F P 值升高情况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尸 > .0

0 5 )
。

加用苦黄注射液综合治疗慢重肝能明显提高其

存活率
,

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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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胃 消 食 片

江西中医学院 (南昌 33 00 06 )

江中制药厂

陈 奇

兰青山

序正根

童劲松

健胃消食片是由江中制药厂研制
、

生产的治疗

脾气虚证的有效
、

方便
、

安全的天然新药
。

本品由太

子参
、

陈皮
、

山药
、

麦芽 (炒 )
、

山植组成
,

具有健脾
、

益

气
、

消食导滞之功效
,

适用于脾胃虚弱
、

消化不良
。

本

品为口服片剂
,

其味酸甜
,

易被患者特别是儿童接

受
。

铝塑包装
,

携带方便
。

且方中除太子参外其余各

味均属药食两用之品
,

长期服用
,

安全可靠
。

1 药理毒理研究

本品能促进胃肠道平滑肌推进性活动
。

无论是
\

高剂量组还是低剂量组均能显著增强小鼠炭末推进

速度
,

促进大鼠胃液的分泌
,

总酸排出量明显增加
,

并可增强胃蛋白酶活性
。

研究表明本品有助于消化
,

增强食欲
。

可延长小鼠游泳时间
,

表明本品有增强耐

力的作用
。

小鼠灌服本品 8
.

25 9 k/ g 可增强炭末廓

清率
,

显示出本品对小鼠巨噬细胞功能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

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以成人 1 次用量 (相当于生药量 。
.

0 25 9 k/ g )的

2 97 倍灌服小鼠
,

未有异常
,

腹腔注射 L D
S。

为 82 7
.

2

m g k/ g
,

说明本品毒性较低
。

用相当于成人临床 l d

用量 (相当生药 )的 60
、

40
、

20 倍本品进行长期毒性

试验
,

连续观察 2 个月
,

除高剂量组有个别出现胃扩

张现象外
,

未见其它异常
,

说明本品安全性大
,

可长

期服用
。

2 临床研究

江西省中医学院
、

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

南

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等 3 所医院用本品治疗脾气虚

证患者 300 例
,

总有效率为 94 %
,

显效率 61
.

33 %
。

食欲减退
、

食后腹胀
、

神疲懒言
、

肢体倦怠等症状有

效平均在 93 写以上
。

本品还可使患者舌淡转红
,

舌

体变小
,

齿印消失
、

脉由弱变强
,

表明该药健脾功效

明显 ;本品使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增强
,

木糖吸收值

增多
,

表明该药有促进消化酶的分泌
,

改善肠道吸收

功能的作用 ,同时本品可使患者血红蛋白
、

血小板
、

网织红细胞明显增加
,

表明该药可明显改善机体营

养状态
。

本组 300 例患者在服药前后进行血
、

尿
、

大便常

规及心
、

肝
、

肾功能检查
,

并观察了呼吸
、

血压
、

脉搏
,

均未发现异常改变
,

未见副作用
,

表明该药安全
,

无

毒副作用
。

综上所述
,

健胃消食片是治疗脾气虚证较为理

想的药品
,

值得推广应用
。

( 1 9 9 7
一 0 1

一
2 7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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