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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分析研究

张秀清，徐士军

唐山市人民医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目的 研究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200例，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0例。纳入研究的 200例患者均给予常规抗凝［阿司匹林（100～300）mg/d］、降脂（阿托伐他汀

20 mg/d）及非丹参类中成药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再给予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100 mg/d静脉滴注。两组均以 14 d为 1

个疗程，评价患者的临床疗效、神经功能缺损情况（NIHSS评分）、日常生活能力（ADL评分）。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5%（P＜0.05）。两组治疗前后比较，NIHSS评分明显降低，ADL评分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NIHSS评分和ADL评分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注射用丹参多酚

酸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神经功能的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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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s for Injec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ZHANG Xiuqing, XU Shijun

Tangshan people's Hospitak,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s for Injection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Tatolly 200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medical treatment, while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alvianolic Acids for Injectio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neurological deficit (NIHSS score)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of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14 day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1%,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5%)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neurological deficit and Barthel index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5). Conclusion Salvianolic Acids for Injection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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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

且病死率、致残率呈上涨趋势，所以尽早期治疗已

成为临床最关注的问题，目前主要治疗方法还是通

过药物增强脑部血液循环。丹参是我国研究最早、

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注射用丹参多酚酸是从中

药丹参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具有活血、通脉、降低血

液黏滞度、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等作用［1］。本

研究对 100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应用注射用丹参

多酚酸，观察其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7年 1月—2018年 1月唐山市人民医院

连续就诊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200例，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发病 6～72 h以内，诊断按照 1996年中

华神经学会修订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的标

准，并经CT或MRI证实。排除标准：合并急慢性重

症感染者；恶性肿瘤；既往有脑器质性疾病导致神

经系统功能障碍者；有精神类疾病者；合并心脏、肝

脏、甲状腺、造血系统、肾脏功能不全者。将 200例

急性脑卒中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100例，观

察组男 58例，女 42例，年龄 58～78岁，平均（66.28±

10.25）岁；对照组男 56例，女 44例，年龄 62～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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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68.23±11.72）岁，两组在一般情况及其治疗前

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1.2 治疗方法

纳入研究的 200例患者均给予常规抗凝［阿司

匹林（100～300）mg/d］、降脂（阿托伐他汀 20 mg/d）

及非丹参类中成药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再

给予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

公司，规格：每支装 0.13 g，含丹参多酚酸 100 mg；批

号 20130202）100 mg/d 静脉滴注，14 d 为 1 个治疗

周期。

1.3 评价标准

根据 1995年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生活状态标准进行评分［2］。评

价两组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

分（NIHSS）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评分，ADL

采用 Barthel指数量表。临床疗效评价：基本痊愈：

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100%；显著进步：功能缺

损评分减少 46%～90%；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8%～45%；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加约

18%；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增加>18%。

总有效率=（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总例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x̄ ± s表示，采

用 t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NIHSS、ADL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比较，NIHSS 评分明显降低，

ADL 评分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较对照组 NIHSS 评分显著降

低、ADL 评分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P＜0.05）。见表2。

3 讨论

在我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老年患者的常见

病、多发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的改变，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3］。其

致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并且易复发，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机制是

各种原因导致的脑组织急性血液供应功能障碍，导

致部分脑组织的缺血性缺氧性坏死性软化，常伴有

脑组织侧支循环开放，从而导致自由基生成过多而

产生脑细胞损伤［4］。目前临床上治疗主要以抗凝、

溶栓、中药改善脑组织血液循环为主，而丹参是最

早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记载的药物，不仅具有活

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的功效，还有凉血消痈

和养血安神的功效［5］。有学者从丹参中提取出其主

要水溶性有效成分丹参多酚酸，并研究［6-8］认为丹参

多酚酸盐可减轻缺血脑组织的再灌注损伤，对心脑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NIHSS、ADL评分比较（x

    
    

   ±s）

Table 1 Comparison of NIHSS and ADL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x

    
    

   ±s））

组别

对照

观察

n/例

100

100

NIHSS评分

治疗前

21.50±3.66

21.28±4.08

治疗后

18.53±3.63*

15.43±3.05*#

ADL评分

治疗前

29.53±4.51

28.25±4.82

治疗后

55.78±8.55*

59.23±8.54*#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表2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2 Clinical efficacy of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组别

对照

观察

n/例

100

100

基本痊愈/例

11

14

显著进步/例

38

46

进步/例

26

31

无变化/例

16

8

恶化/例

9

1

总有效率/%

75

9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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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系统疾病有较好的疗效；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

化反应，保护抗氧化酶的活性，介导神经和缺血脑

组织的保护作用，还可显著降低脑缺血再灌注大鼠

的神经功能评分和脑梗死体积，明显改善其组织学

形态，对损伤的缺血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9-17］。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较常规治疗的对照组在神经功能缺损方面及患者

的日常生活能力方面有明显改善作用，说明注射用

丹参多酚酸对神经功能的恢复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18］，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急性期有神经保

护作用，这与吴湘军［19］研究的结果一致，是一种有

效值得临床推广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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