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肝宁颗粒 (冲剂)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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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199 6
一

7 0~ 1997
一

0 4应用 由湖南省 中医

药研究院与长沙九芝堂制药厂共同研制的乙肝宁颗

粒剂治疗慢性乙型肝炎3 6例
,

收到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
,

现将观察报道如下
:

1 病例选择及观察方法

1
.

1 病例选择
:

按 1 9 9 0 年上海全国病毒性肝炎会

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

确认慢性活动型 乙型肝炎 29

例
,

慢性迁延型肝炎 7 例
。

病人的病原学指标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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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21 岁~ 55 岁
,

其中男性 31 例
,

女性

5 例
,

在应用中未加对照组
。

1
.

2 治疗方法
:

应用乙肝宁颗粒冲剂
,

每次 1包
,

每

日 3 次
,

3 个月为 1 疗程
,

同时 口服维生素 B l 、

维生

素 C
、

肝泰乐
。

对部分转氨酶过高的病人同时静点甘

利饮注射液
。

治疗前检查血象
、

尿常规
、

肝功能
、

血清 H sB
-

A g
、

抗
一

H sB
、

H eB A g
、

抗
一

H eB
、

抗
一

H cB
、

H B V
一

D N A
-

R C R
,

治疗期间每 日复查 1 次肝功和 H B V
一

D N A
-

R C R 以及 H B V 血清上述各系统
。

2 结果

见表 1
。

患者用药后 H sB A g 阴转 2 人
,

占 6 %
;

H B e A g 阴转 17 人
,

占 53 % ; 抗
一

H B c
阴转 7 人

,

占

21 % ;转氨酶升高 32 人
,

用药后恢复正常 26 人
,

占

88 % ;临床症状
、

体征均恢复较快
。

3 讨论

目前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病机理普遍认为与机体

免疫功能紊乱有关
,

因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研究

便集中在抗病毒和调节免疫功能方面
。

中医认为
,

乙

型肝炎是由于湿热毒邪引起而伤及肝脾
,

气滞血疲
,

因此在治疗上应该散热解毒
,

活血化痕
,

利湿疏肝健

脾
。

我们对 36 例慢性乙型肝炎先过度应用 乙肝宁颗

粒 (冲剂 )一疗程
,

从观察结果中可以看出
,

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临床症状
、

体征恢复较快
,

而且无副作用 ;
·

从乙肝病毒标志物 H eB A g 阴转率 53 %也证明了乙

肝宁颗粒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免疫
,

改善机体代谢
,

增强肝脏解毒
,

抑制病毒复制
,

恢复肝功能等作用
,

但这期疗效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跟踪观察
。

而且乙肝

宁颗粒 (冲剂 )价格较其他抗病毒药物低廉
,

疗效好
,

值得推广应用
。

表 1 治疗结果对照

观察项目 治疗前 (例 ) 治疗后 (例 ) 治疗后 ( % )

乏力 3 6 0 1 0 0

腹胀 3 4 4 8 5

肝区痛 3 6 0 1 0 0

黄疽 1 3 2 8 5

肝大 2 4 7 7 1

脾大 3 1 6 6

H B s A g 3 6 34 6

H B e A g 3 2 1 5 5 3

抗
一

H B e 3 2 2 5 2 1

H B V
一

D N A
一

R C R 3 3 1 5 4 5

A L T 增高 32 6 88

( 1 9 9 7
一

1 2 一 0 2 收稿 )

(上接第 3 3 1 页 )

3 讨论

本研究按中国药典将蛇胆制成蛇胆酒
,

观察其

对小鼠及大 鼠的急性毒性作用
。

经对小鼠 19
,

按改进

寇氏法测得蛇胆酒的 L D
S。

为 24
.

5 m L k/ g
,

说明蛇胆

酒是有毒的
。

为观察蛇胆酒对重要脏器的毒性
,

我们

用蛇胆酒给小鼠 19
,

测定了几项血清酶及生化指标
,

发现 A M S 明显升高 (尸 < 0
.

0 5 )
。

A M S 为胰腺分泌

的一种消化酶
,

可将淀粉
、

糖原等水解为麦芽糖
,

存

在于血清及多种体液中
。

在人体血清 A M S 升高时
,

常见于胰腺炎
,

肠
、

胰管或总胆管梗阻及 胃
、

十二指

肠穿孔
,

肾功能衰竭等
。

实验中未见各组大鼠有明显

异常表现
,

其他血清指标均正常
,

提示 A M S 的升高
·

3 5 8
·

是由蛇胆引起胰腺的损害所致
。

白酒组 A M S 虽也

有所升高
,

但与盐水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尸> .0 05 ),

故可排除单由白酒 19 引起的胰腺损害
。

其他几项血

清指标
,

除蛇胆酒低剂量组 C
r

外
,

实验组与对照组

无明显差异
,

但不能认为蛇胆酒对其他脏器无毒性

作用
。

由于大鼠的蛇胆酒用量是参照小鼠的 L D
S。
减

量给予的
,

虽保证了大鼠的存活
,

但所用蛇胆酒量可

能偏小
,

故未造成其他脏器的中毒性损害
。

初步证实蛇胆酒对大 鼠
、

小鼠确有一定的毒性

作用
。

同其他药物一样
,

蛇胆作药用既有治病的有利

一面
,

又有对机体可能造成毒害的不利一面
,

关键要

掌握剂量
。

因此
,

将蛇胆作为饮品食用是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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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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