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细胞内碱性磷酸酶及骨钙素含量 (x± s,n= 5)

组别
碱性磷酸酶含量

( U /L)

骨钙素含量

( ng /m L)

提取液　 0μg /mL 3. 21± 0. 21 3. 44± 0. 21

10μg /mL 4. 02± 0. 27* * 4. 81± 0. 41* *

50μg /mL 5. 89± 0. 77* * 5. 42± 0. 54* *

100μg /mL 7. 33± 0. 84* * 7. 02± 0. 76* *

血清组　空白对照 2. 00± 0. 89 4. 66± 0. 71

　　　　　载药 3. 67± 0. 82* 6. 23± 0. 79*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道
[7 ]

,只有成骨细胞数量的不断增加才能产生丰富

的胶原 ,从而通过钙化基质的形成产生更多的骨组

织 ;碱性磷酸酶 ( Alkaline pho spha tase, ALP或

AKP)由成骨细胞产生 ,富含于胞浆中 ,它既可做为

成骨细胞的功能标记物 ,又可反映其分化成熟程度 ;

骨钙素 ( osteocalcin ) 又称 γ-羧基谷氨酸蛋白

( bone Gla pro tein, BGP) ,是成骨细胞合成、分泌的

主要非胶原蛋白 ,其生理功能是保持骨的正常矿化 ,

被认为是成骨细胞分化的主要指标之一 [8 ] ,故本研

究选择上述 3项作为观察指标探讨补肾健骨汤体

外对成骨细胞的影响。 中药体外对成骨细胞作用的

研究国内目前采用将中药提取液直接加入细胞培养

液中的方法 ,我们在采用此种体外实验方法的同时

应用了血清药理学方法 [9 ] ,既观察补肾健骨汤原液

对成骨细胞的作用 ,又观察补肾健骨汤进入体内后

的吸收成分对成骨细胞的作用。从实验结果可以看

出补肾健骨汤提取液及其吸收进入体内的有效成分

在体外对成骨细胞的增殖、碱性磷酸酶及骨钙素的

合成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说明它含促进骨形成的

成分 ,提示我们使用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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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是由于肺、胸廓或肺动脉血

管慢性病变所致肺循环阻力增加 ,肺动脉高压进而

使左心肥厚、扩大甚至发生右心衰竭的心脏病 ,可出

现慢性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 ,由于慢性缺氧继发

红细胞增多 ,血液粘稠度增加 ,近 3年来我们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 ,辅以复方丹参滴丸降粘治疗 ,可明显缓

解病情、改善愈后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68例均为慢性肺心病急性发作住

院患者 ,诊断标准根据 1997年我国修订的“慢性肺

心病诊断标准” ,无禁忌症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各 34例 ,治疗组:男 20例 ,女 14例 ,年龄 55～ 75

岁 ,平均 65岁 ,对照组: 男 21例 ,女 13例 ,年龄

52～ 74岁 ,平均 63岁。

1. 2　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入院后根据病情进行以

下常规治疗: 抗感染、扩管、强心、利尿治疗 ;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辅助应用复方丹参滴丸 ,一次 10

粒 ,一日 3次 , 3周为 1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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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观察项目:采用自身对照法观察用药前后临床

症状体征 ,血小板计数 ,血流变 ,肝肾功能 ,血脂 ,心

电图及用药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

1. 4　疗效评价:①显效:咳喘症状显著减轻 ,肺部干

湿罗音消失或显著减少 ,紫绀、颈静脉怒张 ,双下肢

水肿消失 ,心功能提高 Ⅰ ～ Ⅱ 级 ;②有效:上述各

项指标部分减轻或好转 ;③无效:上述各项指标无变

化甚至加重或死亡 ,自动出院。

1. 5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 ,各组均数

比较做 t检验 ,计数资料 i2检验。

2　结果

2. 1　两组总体疗效: 见表 1。二组显效有高度显著

性差异 ( P < 0. 01) ,无效有显著差异 ,治疗组总有

效率达 94. 11% ,对照组总有效率 88. 23% ,相比差

异显著。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观察 ( n /% )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4 22 /64. 70 10 /29. 41 2 /5. 88

对照组 34 18 /52. 94 12 /35. 29 4 /11. 76

2. 2　血液流变学的改善: 主要表现在红细胞压积 ,

血浆粘度 ,血浆纤维蛋白原 ,两组治疗前各组均数均

无差异 ,治疗后差异显著 ,结果见表 2。

表 2　两组血液流变学检查

组别 红细胞压积 全血粘度 纤维蛋白原 ( g /L) 凝血酶原时间 ( s )

治疗组　治疗前 0. 46± 0. 03 4. 48± 0. 33 3. 55± 0. 70 13. 00± 0. 71

　　　　治疗后 0. 42± 0. 04* △ 4. 15± 0. 35* △△ 1. 94± 0. 21* △△ 13. 90± 1. 71* △△

对照组　治疗前 0. 45± 0. 04 4. 45± 0. 41 3. 50± 0. 50 13. 10± 0. 50

　　　　治疗后 0. 43± 0. 03 4. 35± 0. 30 2. 50± 0. 50 13. 50± 1. 50

　　　　与治疗前比较: * P < 0. 01;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P < 0. 05　△△ P < 0. 001

2. 3　不良反应:肝肾功能检查在治疗组未发现有恶

化情况。对照组中有 2例 ,因肺性脑病并发多脏器

衰竭而死亡。

3　讨论

慢性肺心病长期慢性缺氧致继发性红细胞增

多 ,血液粘稠度显著增加 ,聚集性增强 ,红细胞压积

超过 60% 时 ,血液粘稠度显著增加 ,血流阻力随之

增高 ,血流缓慢 ,加重了肺循环障碍和肺动脉高压易

致微栓子形成 ,血液粘滞度加大 ,血容量增多 ,加重

心脏负担 ,心功能进一步恶化 ,故改善血液的高粘滞

性 ,降低红细胞聚集 ,改善微循环成为肺心病治疗的

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可以明显提高对常规治疗的反

应 ,改善愈后。 复方丹参滴丸是一种纯中药滴丸剂 ,

其主要成分为丹参素、三七皂苷。长期服用复方丹参

滴丸可降低血小板的聚集性 ,改善与血液粘滞性相

关各项指标和临床症状 ,降低血液高凝性 ,阻止肺微

血栓形成 ,改善肺循环和肺血管舒缩功能 ,对缓解心

衰起到积极作用 ,而且未发现肝、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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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草药原色图谱》 (一至四册 )—— 权威、实用、精萃
《实用中草药原色图谱》 (一至四册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肖培根教授和北京中医药学术研究促进会副

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杨世林教授主编 ,汇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众多专家多年来对中草药实地调查、科学

研究成果编著而成。
全书共分四册 ,收集常用中草药总计 632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种类基本上均已收集在内 ) ,彩色照片 1180幅。第一册:根及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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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真 ,实为相关人员查阅、收藏之佳品 ,估价 50元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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