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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脐血单个核细胞静脉移植联合复方丹参滴丸对

急性心肌梗死局灶炎症反应的影响

邓柳霞#余国龙#艾#旗#袁春菊

摘要#目的#观察复方丹参滴丸!

%,/H,>@I D;@JB.@ D1<HH<@? K<33

"

%DDK

#对急性心肌梗死!

;C>L.

/=,C;1I<;3 <@M;1CL<,@

"

N*'

#心肌组织炎症反应的影响"观察人脐血单个核细胞!

B>/;@ >/0<3<C;3 C,1I

03,,I /,@,@>C3.;1 C.33J

"

OP%Q*%J

#静脉移植联合
%DDK

对家兔
N*'

心肌组织炎症反应$炎性因子肿

瘤坏死因子"

!

!

(+R

"

!

#表达及心功能的影响"并探讨其联合治疗对
N*'

可能的保护机制% 方法#对
5"

只

健康家兔结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制备
N*'

模型%

5"

只建模成功家兔随机分为
5

组"即对照组$

%DDK

组$

单纯移植组及联合治疗组"每组
#"

只% 对照组&术后
!5 B

生理盐水
"

!

6 /S

耳缘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6 /SG

天灌胃'

%DDK

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注入生理盐水
"

!

6 /S

"

%DDK !8" /?GI

溶入生理盐水

6 /S

灌胃'单纯移植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注入含
$

$

#"

8 个绿色荧光蛋白!

?1..@ M3>,1.JC.@L H1,

"

L.<@

"

TRK

#标记
OP%Q*%J

生理盐水
"

!

6 /S

"生理盐水
6 /SG

天灌胃'联合治疗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

注入含
$

$

#"

8个
TRK

标记
OP%Q*%J

的生理盐水
"

!

6 /S

"

%DDK !8" /?GI

溶入生理盐水
6 /S

灌胃%

每组随机选取
6

只家兔分别于移植术后
#

$

5

周超声心动图检测家兔心功能指标"包括左室射血分数!

3.ML

-.@L1<C>3;1 .U.CL<,@ M1;CL<,@

"

S2:R

#及左室短轴缩短率!

3.ML -.@L1<C>3;1 M1;CL<,@;3 JB,1L<@?

"

S2RV

#'

O:

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病理变化和白细胞计数'免疫组化检测心肌组织
(+R

"

!

蛋白表达量'荧光显微镜观

测
TRK

阳性细胞% 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

%DDK

组$单纯移植组$联合治疗组术后
#

$

5

周心功能指标

S2RV

及
S2:R

改善!

K W"

!

"6

#"其中联合治疗组心功能指标改善优于单纯移植组$

%DDK

组!

K W"

!

"6

#"

而后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X"

!

"6

#'!

!

#与对照组比较"

%DDK

组$单纯移植组$联合治疗组术

后
#

$

5

周心肌组织白细胞计数及
(+R

"

!

蛋白表达均显著减低!

K W"

!

"6

#"且联合治疗组心肌组织白细胞计

数及
(+R

"

!

蛋白表达均显著低于单纯移植组$

%DDK

组!

K W"

!

"6

#"而后两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K X"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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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治疗组$单纯移植组术后
#

$

5

周均可见
TRK

阳性细胞散在分布于梗死周边区域"且联

合治疗组细胞计数多于单纯移植组!

K W"

!

"6

#% 结论#本研究提示
OP%Q*%J

静脉移植联合
%DDK

治疗

N*'

"可提高移植细胞在心肌组织内的存活率"并进一步改善心功能% 其机制可能与联合治疗减轻心肌局部

炎症反应及抑制促炎因子
(+R

"

!

蛋白的表达作用增强有关%

关键词#复方丹参滴丸'人脐血单个核细胞'心肌梗死'炎症反应'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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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继发于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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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心肌组织内的炎症反应'低

氧状态和营养物质缺乏等组织恶劣微环境可影响移植

细胞在急性梗死心肌内存活'增殖及分化(

#

%

$

)

"也是影

响人脐血单个核细胞$

B>/;@ >/0<3<C;3 C,1I 03,,I

/,@,@>C3.;1 C.33J

"

OP%Q*%J

%移植治疗心肌梗死

疗效的主要因素* 近年临床研究表明复方丹参滴丸

$

%,/H,>@I D;@JB.@ D1<HH<@? K<33

"

%DDK

%能够改

善
N*'

患者心功能'左室重构及近期预后(

5

%

8

)

"并证

实血清炎症反应指标改善与
%DDK

疗效相关&近年亦

有实验研究表明
%DDK

可促进体外培养或
N*'

后植

入干细胞的成活以及向心肌样细胞的分化"并减小梗

死面积(

7

"

9

)

* 但
%DDK

对
N*'

心肌组织炎症反应有

无影响及联合
OP%Q*%J

移植是否能够增强
N*'

治

疗疗效及其机制"目前国内外均尚未见相关研究* 本

研究的目的是观察
%DDK

对
N*'

心肌组织炎症反应

的影响及联合
OP%Q*%J

移植是否能够增强
N*'

治

疗疗效及其可能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实验动物#健康纯种中国家兔
5"

只"雌雄不

拘"兔龄
5 a6

个月"体质量
#

!

6 a!

!

" _?

"购自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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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动物学部"动物许可证号#

V\^`

$湘%

!"##

%

"""5#

* 饲养环境#室内
!6

&常温'

#! B

灯光照明'

单笼常规饲养*

!

#主要药物'试剂和仪器#

%DDK

$天津天士力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5

" 规格#

!8" /?G

丸%&

^DV

"

#""

倒置显微镜$上海蔡康光学仪

器有限公司%&

&^"#98"98

细胞培养箱 $博士德公

司%&淋巴细胞分离液$美国
T'Q%E

公司%&

D*:*

$美

国
T'Q%E

公司%&

ZK*' #F5"

液 $美国
T'%QE

公

司%&绿色荧光蛋白 $

?1..@ M3>,1.JC.@L H1,L.<@

"

TRK

%慢病毒$上海英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

6"!"

通用型羊抗鼠
G

兔免疫组化广谱试剂盒$福州迈

新公司%&羊抗兔
(+R

"

!

单克隆抗体$一抗% $上海研

域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88"

型高分辨率小动物

超声仪$加拿大
2'VPNSVE+'%V

公司%*

$

#实验方法

$

!

#

#

OP%Q*%J

提取'制备与
TRK

标记#参考

文献(

#"

)*

F

份脐血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产科身

体健康足月分娩$

$8 a5!

周%产妇* 无菌条件下采脐

血"一次性血袋取血
7" a #!" /S

"

5

'

7 B

内分离*

6

(

#

比例加入
F

!

"b

羟乙基淀粉"

7"" 1G/<@

离心

#" /<@

去除红细胞"细胞悬液按
#

(

!

体积比加
R<C,33

淋

巴细胞分离液"

! """ 1G/<@

离心
!" /<@

"取中间白膜层

及白膜上层细胞"

KQV

洗涤
!

次"接种于细胞培养瓶

中"培养液为含体积分数为
#"b

胎牛血清
D*:*

"放入

$8

&饱和湿度
%E

!

孵箱培养*

57 B

后更换培养液"弃

去悬浮细胞"保留贴壁生长细胞"每
8

天更换培养液

#

次"细胞汇合度到
7"b

消化传代"取传
!

代细胞为移

植细胞* 将移植细胞按
6

$

#"

5个每孔接入
!5

孔板"加

入含
#"b

胎牛血清的
ZK*' #F5"

液为培养液培养

#! B

*将携带
TRK

慢病毒载体与无血清的
ZK*' #F5"

液混合液分别加入每孔细胞中培养
!5 B

"在每孔中加入

# /S

含
#"b

胎牛血清的
ZK*' #F5"

液"继续培养

57 B

"在荧光显微镜下计数绿色荧光细胞"计算转染效

率* 移植前调整终浓度至
$

$

#"

8 细胞
G6"" "S

备用*

$

!

!

#动物模型制作与分组#对
5"

只健康家兔

结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制备
N*'

模型(

##

)

* 将造模

成功家兔随机分为
5

组"即对照组'

%DDK

组'单纯移

植组及联合治疗组"每组
#"

只* 对照组#术后
!5 B

生

理盐水
"

!

6 /S

耳缘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6 /SGI

灌

胃&

%DDK

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注入生理盐水

"

!

6 /S

"

%DDK

剂量为
!8" /?GI

溶入生理盐水

6 /S

灌胃(

#!

)

&单纯移植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注入

含
$

$

#"

8 个
TRK

标记
OP%Q*%J

生理盐水

"

!

6 /S

"生理盐水
6 /SGI

灌胃&联合治疗组#术后

!5 B

经耳缘静脉注入含
$

$

#"

8个
TRK

标记
OP%Q

"

*%J

的生理盐水
"

!

6 /S

"

%DDK !8" /?GI

溶入生理

盐水
6 /S

灌胃* 根据分组与实验方案"喂养
#

周或

5

周*

$

!

$

#超声心动图检测#分别于移植后第
#

'

5

周

用配备
8

!

6 *Oc

心脏超声探头
2.-,88"

型高分辨率

小动物超声仪检测心功能* 在大鼠胸骨旁以二维超声

和
*

型超声行功能检测* 测量指标为左室短轴缩短

率$

3.ML -.@L1<C>3;1 M1;CL<,@;3 JB,1L<@?

"

S2RV

%及左

室射血分数 $

3.ML -.@L1<C>3;1 .U.CL<,@ M1;CL<,@

"

S2:R

%"

$

次测量取平均值*

$

!

5

#病理学与免疫组化检测#移植后第
#

'

5

周

每组随机处死
6

只家兔"即取心脏* 取左室心肌梗死

部位及其周边区域沿长轴切成
5

段"体积分数为
#"b

甲醛溶液固定"脱水"石蜡包埋"

$ "/

连续切片"每

$

张连续切片分别取
#

张"依次进行苏木精 %伊红染

色'荧光显微镜和
(+R

"

!

免疫组化检测* 白细胞计数

于每个切片的梗死边缘区随机取
#"

个非血管区高倍

镜视野$ $

#""

%"计数白细胞数
G//

!

"取其平均值*

(+R

"

!

免疫组化检测一抗为羊抗兔
(+R

"

!

单克隆抗

体"二抗为通用型二抗羊抗鼠免疫组化广谱试剂盒*

按免疫组化试剂盒操作程序进行"显色剂显色$

DNQ

染色"苏木精复染%"使用
'/;?. H1, H3>J

图像分析系

统" 每组每个时间点取
F

张切片"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

个高倍视野$

5""

$%"测量
(+R

"

!

免疫组化染色的

平均吸光度值* 荧光显微镜下每张切片随机观察

#"

个高倍镜视野$ $

5""

%"计算绿色荧光阳性细胞数

目"取每个视野的阳性细胞数目均数为移植细胞数*

5

#主要观察指标#超声心动图指标#

S2RV

"

S2:R

&

(+R

"

!

免疫组化染色的平均吸光度值&移植白

细胞计数*

6

#设计'实施'评估者#实验由通讯作者设计"资

料收集与实施者由第一作者与其他作者负责"评估采

用盲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学实验研究中心病理检

测实验室负责*

F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
VKVV #"

!

"

统

计软件包处理"数据用
[

)

J

表示"多样本均数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两组比较采用
L

检验"

K W "

!

"6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观察
TRK

慢病毒转染的
OP%Q*%J

效应

$图
#

%#

TRK

慢病毒转染前"光镜下可见大量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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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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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形'无色透明的
OP%Q*%J

"

TRK

慢病毒转染后"转染

效率为$

9"

)

$

%

b

* 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可见绿色

长梭形
TRK

转染阳性细胞*

##注#

N

为
TRK

转染前
OP%Q*%J

&

Q

为
TRK

转染后

OP%Q*%J

图
#

%

TRK

转染前的
OP%Q*%J

与转染后的

OP%Q*%J

$ $

5""

%

!

#各组治疗后
#

'

5

周超声心功能比较$表
#

%

与对照组比较"

%DDK

组'单纯移植组及联合治疗组于移

植后第
#

'

5

周心功能均有改善即
S2RV

'

S2:R

均有增加

$

K W"

!

"6

%&联合治疗组较单纯移植组'

%DDK

组心功能

改善明显$

K W"

!

"6

%"但后两组心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K X"

!

"6

%* 与本组治疗后第
#

周比较"

%D

"

DK

组'单纯移植组及联合治疗组治疗后第
5

周心功能指

标
S2:R

和
S2RV

有好转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K X"

!

"6

%*

$

#各组治疗后
#

'

5

周缺血梗死区病理学检测及

白细胞计数比较$图
!

"表
!

%#各组治疗后
5

周缺血

梗死区
O:

染色病理学检测显微镜下均有心肌细胞排

列紊乱"梗死处心肌细胞缺失"单核淋巴细胞浸润"梗

死边缘区心肌细胞代偿性肥大* 与对照组比较"联合

治疗组残存心肌细胞数量增多"单核淋巴细胞浸润减

少&单纯移植组'

%DDK

组依次分别次之* 与对照组

比较"

%DDK

组'单纯移植组'联合治疗组在治疗后第

#

'

5

周白细胞计数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W"

!

"6

%"其中联合治疗组最低"单纯移植组'

%DDK

组依次分别次之"单纯移植组与
%DDK

组比

较"仅第
#

周白细胞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W

"

!

"6

%&与单纯移植组同期比较"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

'

5

周白细胞计数表达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W

"

!

"6

%* 治疗后各组第
5

周白细胞计数与本组治疗后

第
#

周比较均有所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K W

"

!

"6

%*

##注#

N

为对照组&

Q

为
%DDK

组&

%

为单纯移植组&

D

为联合

治疗组

图
!

%各组治疗后第
5

周缺血梗死区病理学

检测结果$

O:

染色" $

#""

%

表
#

%各组治疗后
#

'

5

周超声心功能比较#$

b

"

[

)

J

%

组别
治疗后

#

周

@ S2:R S2RV

治疗后
5

周

@ S2:R S2RV

对照
#" $5

*

5$

)

6

*

!" #8

*

97

)

$

*

8F 6 $F

*

57

)

6

*

7! #7

*

$#

)

$

*

79

%DDK #"

$7

*

97

)

6

*

69

!"

!"

*

9#

)

5

*

$7

!"

6

$9

*

8!

)

F

*

5$

!"

!#

*

!9

)

5

*

#$

!"

单纯移植
#"

5"

*

!6

)

F

*

6!

!"

!!

*

!5

)

5

*

F6

!"

6

5!

*

56

)

F

*

58

!"

!$

*

"5

)

6

*

5$

!"

联合治疗
#"

56

*

$5

)

8

*

65

!

!F

*

7#

)

F

*

!5

!

6

57

*

6F

)

9

*

67

!

!7

*

"6

)

F

*

##

!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K W"

*

"6

&与联合治疗组同期比较"

"

K W"

*

"6

表
!

%各组治疗后
#

'

5

周缺血梗死区白细胞计数及心肌
(+R

"

!

蛋白表达比较#$

[

)

J

%

组别
@

白细胞计数比较$个
G !""

倍视野%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5

周

(+R

"

!

蛋白表达$平均吸光值%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5

周

对照
6 #67"

*

66

)

#75

*

F6

6$!

*

""

)

8F

*

56

#

"

*

69

)

"

*

#$

"

*

58

)

"

*

"9

#

%DDK 6

##F$

*

59

)

#!F

*

F9

!

$8F

*

""

)

69

*

79

!#

"

*

55

)

"

*

#"

!

"

*

$9

)

"

*

"7

!#

单纯移植
6

78$

*

F7

)

#"!

*

F!

!"

$#9

*

""

)

57

*

5$

!#

"

*

$8

)

"

*

"8

!"

"

*

!9

)

"

*

"7

!#

联合治疗
6

FF6

*

77

)

78

*

5F

!"$

!85

*

$5

)

6!

*

!#

!"$#

"

*

$#

)

"

*

"8

!"$

"

*

!#

)

"

*

"6

!"$#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K W "

*

"6

&与
%DDK

组同期比较"

"

K W "

*

"6

&与单纯移植组同期比较"

$

K W "

*

"6

&与本组治疗后第
#

周比较"

#

K W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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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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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各组心肌免疫组化检测
(+R

"

!

蛋白表达比较

$图
$

"表
!

%#心肌免疫组化检测
(+R

"

!

蛋白表达阳

性细胞的胞浆呈现棕黄色* 治疗后
#

'

5

周各组心肌

梗死区域与周边组织均有
(+R

"

!

蛋白表达阳性细胞*

与对照组比较"

%DDK

组'单纯移植组及联合治疗组

治疗后第
#

'

5

周心肌组织
(+R

"

!

蛋白表达均显著减

少"其中联合治疗组
(+R

"

!

蛋白表达最少"单纯移植

组次之"单纯移植组与
%DDK

组比较"仅第
5

周

(+R

"

!

蛋白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W "

!

"6

%&与单

纯移植组同期比较"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

'

5

周
(+R

"

!

蛋白表达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W"

!

"6

%* 与

本组治疗后第
#

周比较"各组第
5

周
(+R

"

!

蛋白表达

进一步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W"

!

"6

%*

##注#

N

为对照组&

Q

为
%DDK

组&

%

为单纯移植组&

D

为联合

治疗组

图
$

%各组第
5

周心肌组织
(+R

"

!

蛋白表达比较

$免疫组化" $

5""

%

6

#单纯移植组与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

'

5

周缺血

梗死区心肌组织
TRK

阳性细胞计数比较$图
5

"表
$

%

治疗后第
#

'

5

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心肌梗死区域与

周边组织
TRK

阳性细胞* 对照组与
%DDK

组未见

TRK

阳性细胞"单纯移植组及联合治疗组第
#

'

5

周可

见呈绿色的
TRK

阳性细胞散在分布于梗死周边区域

$图
5

%* 与单纯移植组比较"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

'

5

周
TRK

阳性细胞数量明显增多$

K W"

!

"6

%"两组治疗

后第
5

周
TRK

阳性细胞数量较本组第
#

周均有减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W"

!

"6

%*

讨##论

近期国内外研究均证实心肌梗死急性期心肌组织

内微环境突出表现为急性炎症反应"心梗区域与周边

心肌组织内大量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炎症因

##注#

N

为单纯移植组&

Q

为联合治疗组

图
5

%单纯移植组与联合治疗组第
5

周心肌组织

TRK

阳性细胞比较$ $

5""

%

表
$

%单纯移植组与联合治疗组治疗后
#

'

5

周缺血梗死区

心肌
TRK

阳性细胞计数比较#$个
G5""

倍视野"

[

)

J

%

组别
@

TRK

阳性细胞计数

治疗后
#

周 治疗后
5

周

单纯移植
6 7

*

8F

)

"

*

9!

5

*

76

)

"

*

7F

"

联合治疗
6

#!

*

8"

)

#

*

$5

!

7

*

65

)

#

*

F9

!"

##注#与单纯移植组比较"

!

K W"

*

"6

&与本组治疗后第
#

周比较"

"

K W

"

*

"6

子如
(+R

"

!

'白细胞介素
##

$

'S

"

##

%'白细胞介素
F

$

'S

"

F

%等水平增加(

##

"

#$

"

#5

)

* 上述微环境改变可持续

至心肌梗死后
8 a #5

天* 本研究资料显示与各治疗

组比较"对照组第
#

周心肌病理学检测结果显示心肌

梗死区域与周边心肌组织内有大量白细胞浸润"且免

疫组化检测心肌组织
(+R

"

!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进一

步证实心肌梗死急性期心肌组织内微环境改变特点*

%DDK

是以丹参'三七和冰片组成的中药复方制

剂"在临床已广泛用于冠心病等心血管病的预防与治

疗"且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近期相关心血管实验研

究(

#6

"

#F

)显示
%DDK

通过多靶点途径发挥抗炎作用#

$

#

%抑制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因子
'%N*

"

#

和粒细胞黏

附因子
%D$QG%D#7

表达"抑制白细胞浸润&$

!

%抑

制组织内肥大细胞脱颗粒"减少促炎因子
(+R

"

!

'

'S

"

F

等释放&$

$

%抑制缺血组织过氧化物生成&$

5

%扩张冠

脉"改善微循环* 临床研究表明
%DDK

治疗急性冠脉

综合征患者疗效与血清炎症反应指标
%ZK

降低相

关* 但有关
%DDK

对
N*'

组织炎症反应有无影响目

前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单纯
%DDK

治疗

可显著减少心肌梗死及周边心肌组织白细胞浸润数量

及组织
(+R

"

!

蛋白表达水平"且心功能也有一定的改

善* 其结果首次证实
%DDK

抑制
N*'

心肌组织内局

部炎症反应是心功能改善的主要机制之一"本研究结

果还显示
%DDK

在
N*'

抗炎与改善心功能作用与单

纯静脉途经移植
OP%Q*%J

相仿*

近年多数实验研究与初步临床研究表明"对
N*'

进行包括
OP%Q*%J

等干细胞移植治疗有肯定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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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但其改善心功能作用有限(

#

"

##

"

#8

"

#7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单纯
OP%Q*%J

静脉移植治疗
N*'

"移植细胞

可归巢于心肌梗死区域"并能存活&同时抑制心肌组织

微环境炎症反应"且心功能改善"但其疗效与单纯

%DDK

治疗无显著差异* 已有的实验研究证实移植细

胞在急性梗死心肌内存活率低'增殖分化能力有限是

目前干细胞移植治疗
N*'

疗效有限的主要原因(

#

%

$

)

"

大多数移植细胞移植后
5

天内在
N*'

心肌组织内发

生细胞凋亡(

#9

"

!"

)

"其原因主要是心肌梗死后继发炎症

反应和营养物质的缺乏等组织恶劣微环境下导致的细

胞凋亡(

#

%

$

"

#7

"

#9

)

*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纯
%DDK

或静

脉移植
OP%Q*%J

治疗比较"静脉移植
OP%Q*%J

联合
%DDK

治疗
N*'

"心肌梗死区及其周边区域心肌

组织内白细胞计数和炎性因子
(+R

"

!

蛋白表达进一

步减少"且心肌组织
TRK

标记阳性细胞数增多"超声

心功能指标改善* 本研究结果提示
OP%Q*%J

静脉

移植联合
%DDK

治疗急性心肌梗死"能增加移植细胞

在
N*'

区域存活率"并进一步改善心功能"其机制可

能与联合治疗抑制心肌局部炎症反应及促炎因子

(+R

"

!

蛋白的表达作用增强有关*

本研究尚有以下缺陷#未对心肌内移植细胞是否

分化为心肌细胞进行定性检测&不能明确静脉移植

OP%Q*%J

联合
%DDK

治疗
N*'

"

%DDK

对定植于

心肌组织内
OP%Q*%J

是否有直接作用"这将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总之"本实验证实
OP%Q*%J

静脉移植联合

%DDK

治疗
N*'

"能够增强对心肌局灶炎症反应抑制

作用"增加移植细胞在
N*'

区域存活率"并进一步改

善心功能* 本研究对中医药与干细胞移植联合治疗

N*'

的临床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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