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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心脉宁胶囊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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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多发性末梢神经病 ,为糖

尿病常见的一种并发症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患者。 据

不完全统计 ,在长期糖尿病患者中 , 90%以上患者有此并发

症。因此 ,研究治疗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对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是非常必要的。目前 ,西药对此无较好疗效 ,而中药则有

其独到作用。 我们在临床中通过长期观察 ,发现血栓心脉宁

胶囊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理想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诊断标准:按 W HO标准确诊为糖尿病。 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诊断标准为有糖尿病病史并伴有不同程度下述症状或

体征: 上下肢体感觉麻木 ,伴有针刺样或烧灼样疼痛、或蚁行

感等感觉功能异常 ;行走像踩海绵样 ,腱、膝反射消失或迟钝、

肌力减弱等运动功能异常 ;多汗或无汗、皮肤干燥起裂、肌肉

痿缩等营养功能异常。其它原因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例外。

1. 2　病例选择: 全部病例随机分为 2组 , 2组病例的年龄、

性别等统计学处理具有可比性。治疗组共 60例 ,男 34例 ,女

26例 ,年龄 21～ 77岁 ,平均 50. 7岁 ;其中胰岛素依赖型 12

例 ,非胰岛素依赖型 48例 ;病程 4～ 23年 ,平均 14. 1年 ;周

围神经病变病程 1～ 13年 ,平均 6～ 9年。对照组共 52例 ,男

31例 ,女 21例 ,年龄 23～ 76岁 ,平均 52. 4岁 ;其中胰岛素依

赖型 9例 ,非胰岛素依赖型 42例 ;病程 4. 5～ 26年 ,平均

11. 3年 ;周围神经病变病程 1～ 11年 ,平均 7. 2年。

2　治疗方法

112例病人均在调整降糖药、控制饮食基础上 ,治疗组

予以血栓心脉宁胶囊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 1

次 4粒 , 1日 3次口服 ;对照组肌注弥可保针 500 mg ,每日 1

次 ,以上两组均 20 d为 1疗程 ,共用 3个疗程。 用药前后分

别测血糖、血流变学检查 ,并记录症状和体征变化。

统计学处理为组间比较用 q检验 ,组内比较用 t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 1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临床症状或体征消失 ;有效: 临床

症状或体征减轻 ;无效: 临床症状或体征无变化。

3. 2　两组疗效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周围神经病变疗效

组别 n 显效 (例 ) 有效 (例 )无效 (例 ) 有效率 (% )

治疗组 60 32 24 4 93. 3

对照组 52 13 14 25 51. 9

　　与对照组比较: P < 0. 01

3. 3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变化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糖变化 ( x± s)

组别 n 空腹血糖 ( m moL /L)餐后 2 h ( mmoL /L)

治疗组 60 疗前 　 10. 96± 2. 21★△ 　 14. 61± 0. 32★△

疗后 7. 57± 2. 14△★ 10. 22± 1. 94△★

对照组 52 疗前 11. 27± 2. 43★ 15. 11± 1. 27★

疗后 7. 46± 2. 24△★ 10. 16± 1. 14△★

　　注:与疗前比较:△△ P < 0. 01,△ P < 0. 05,▲ P> 0. 05,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01,※ P < 0. 05,★ P> 0. 05,以下相同。

由表 2可以看出: 治疗组治疗前后空腹及餐后 2 h血糖

值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对照组治疗前后以上指

标比值也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 ;而治疗组与对照组治

疗前后比较两者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3. 4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变学比较: 见表 3。

　　由表 3可以看出:治疗组疗前与疗后比较 , 其血浆比粘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变学比较 (x± s)

组别 n 血浆比粘度 ( m Pa) 血液比粘度 ( m Pa) 红细胞压积 (% ) 纤维蛋白原 ( mg /L)

治疗组 60 疗前 　　 1. 99± 0. 18△★ 　　 6. 24± 1. 37△△★ 　　 50. 23± 5. 66△△★ 　 4. 143 2± 0. 664 3△△★

疗后 1. 38± 0. 07△※ 3. 96± 1. 15△△※※ 42. 34± 5. 10△△※ 2. 184 7± 0. 596 2△△※※

对照组 52 疗前 1. 87± 0. 21▲★ 6. 31± 1. 66▲★ 49. 71± 6. 01▲★ 3. 975 6± 0. 821 8▲★

疗后 1. 69± 0. 14▲※ 5. 76± 2. 54▲※ 47. 15± 6. 94▲※ 3. 84± 0. 711 2▲※※

度、血液比粘度、红细胞压积及纤维蛋白原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或 P < 0. 05);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以上各指标

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相比

较 ,以上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而两组疗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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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或 P < 0. 05)。

4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障碍性疾病 ,其

周围神经病变可能与肌醇代谢异常、蛋白质糖化、微血管病

变及组织缺氧供血不足、神经血管代谢障碍等因素有关 ,属

中医的痹证、痿证范畴 ,其病机是由糖尿病 (消渴 )所派生的。

因阴虚燥热日久 ,必累及气血 ,造成气虚血瘀 ,机体末梢神经

失养发病。而血栓心脉宁胶囊含有人参、川芎、丹参、水蛭、牛

黄、毛冬青等药 ,具有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清热解毒的功效 ,

可使气足、血畅、热清 ,末梢神经得以濡养 ,故疗效显著。而观

察结果也证实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同等病理条件下 ,其疗效

均优于对照组 ,这可能是因该胶囊具有维持机体正常的糖代

谢和神经细胞内血糖含量 ,抑制肌醇通道 ,改善神经细胞功

能 ,扩张血管 ,增加血流量 ,降低血脂 ,抑制血小板聚集 ,改善

微循环及组织缺氧状态等作用 ,与仅具营养神经功能的弥可

保比较 ,血栓心脉宁作用更全面。

络泰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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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泰主要成分为三七总皂苷。临床应用显示其有抗心绞

痛作用。 我们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方法 ,观察络

泰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按照 W HO诊断标准 ,选取冠心病心绞痛患

者 ,所有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80例 ,其中

男 56例 ,女 24例 ,平均年龄 ( 68± 5)岁。 对照组 76例 ,其中

男 54例 ,女 22例 ,平均年龄 ( 64± 7)岁。 其中劳力型心绞痛

90例 ,自发型心绞痛 31例 ,变异性心绞痛 5例 ,混和型心绞

痛 30例。

1. 2　给药方法:治疗组及对照组在常规抗心绞痛药物 (硝酸

酯类、钙拮抗剂、阿司匹林等 )治疗基础上 ,分别加用络泰针

(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及安慰剂 ,用量 400 mg ,每日

1次 ,加用液体 250 m L,静脉滴注 ,治疗 2周。

1. 3　观察方法:每日 1次询问记录临床症状及不适 ,分别于

给药 3 d、 1周、 2周做 12导联心电图。

2　结果

2. 1　疗效评定标准

2. 1. 1　临床症状疗效评定: 显效为同等劳力程度不引起心

绞痛或心绞痛发作次数减少> 80% ;有效为心绞痛发作次数

减少 50% ～ 80% ;无效为心绞痛发作次数减少 < 50%。

2. 1. 2　心电图疗效评定: 显效为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 ,或运

动试验转为阴性 ;有效为静息心电图或运动试验下降的 S T

段间升 1. 0 mm以上 ;未达正常或主要导联 T波倒置变浅 >

50% ,或 T波由平坦转为直立 ;无效为静息 ST段较治疗前

下降了 0. 5 mm , T波倒置加深> 50% ,或直立变为倒置。

2. 2　结果

2. 2. 1　症状疗效:治疗组 80例中显效 26例 ( 32. 5% ) ,有效 40例

( 50% ) ,无效 14例 ( 17. 5% ) ,总有效率 82. 5% ;对照组 76例中显

效 14例( 18. 4% ) ,有效 32例 ( 42. 1% ) ,无效 30例 ( 39. 4% ) ,总

有效率 60. 5%。 两组症状疗效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

2. 2. 2　心电图疗效: 治疗组 80例中显效 20例 ( 25% ) ,有效 52例

( 65. 0% ) ,无效 8例 ( 10. 0% ) ,总有效率 90. 0% ;对照组 76例中

显效 10例 ( 13. 1% ) ,有效 30例 ( 42. 1% ) ,无效 36例 ( 47. 4% ) ,

总有效率 52. 5%。 两组差异显著(P < 0. 01) (表 1, 2)。

2. 2. 3　治疗过程中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表 1　络泰与对照组改善症状疗效比较 例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80 32. 5( 26 /80) 50. 0( 40 /80) 17. 5( 14 /80) 82. 5( 66 /80)

对照组 76 18. 4( 14 /76) 42. 1( 32 /76) 39. 4( 30 /76) 60. 5( 46 /76)

表 2　络泰与对照组对心电图改善比较 例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80 25. 0( 20 /80) 65. 0( 52 /80) 10. 0( 8 /80) 90. 0( 72 /80)

对照组 76 13. 1( 10 /76) 39. 4( 30 /76) 47. 4( 36 /76) 52. 5( 40 /76)

3　讨论

络泰是由三七提取之有效成分三七总皂苷制备而成的

粉针剂 ,其主要成分人参皂苷 Rg1和 Rb1对血液循环系统具

有调节与改善的作用 ,能提高心肌细胞耐缺氧的能力及对抗

再供氧造成的损害 ,减少心肌耗氧量 ,故其能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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