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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血宁注射液联合常规疗法治疗活动期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疗效观察

谢中华$汪铁军$郑元秀$黄芳芳$王珠美

摘要$目的$观察舒血宁注射液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

F4-12<.=G1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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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治疗效果"初

步探讨其机制$ 方法$

I#

例
H&

活动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8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组给予溃疡性

结肠炎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舒血宁注射液
#7 ;J

稀释后静脉注射"每天
!

次"共
#$

天"治疗前后

行结肠镜检查"采用
+<K/

评分系统及
L<2/B

内镜下
H&

活动度分级评定疗效"采用
:J(MN

法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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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
M,C

活性"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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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CN

含量"并与
!"

名体检健康者进行对照$ 结果$

9!

例患者最终完成了本研究!治疗组
$!

例"对照组
$"

例#$ 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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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

水平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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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健康组比较"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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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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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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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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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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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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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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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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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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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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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舒血宁注射液可

改善活动期
H&

患者炎症损伤及临床症状"其机制可能与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有关$

关键词$舒血宁注射液&溃疡性结肠炎&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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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原

因不明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疾病" 病程漫长

迁延"反复发作"是一种难治性疾病'

#

(

) 我国
H&

发病

率有增高趋势"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

!

(

) 然而"由

于
H&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临床疗效仍欠

理想"传统治疗药物以
7

"氨基水杨酸*激素及免疫抑

制剂为主"长期服用易出现毒副作用) 因此"寻找安全

有效的治疗药物已成为
H&

治疗研究领域的热点) 近

年来研究发现"

H&

的发生和发展与氧自由基$

21<-

#

.=G1 /UKV1B AY1-=1A

"

X,M

%及脂质过氧化关系密

切'

%

"

$

(

) 舒血宁注射液为银杏叶提取物$

]=BbV/ 0=

#

4/0< 1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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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制剂"现代药理学认为
]0:

具有抗

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7

(

) 本研究

观察了舒血宁注射液对
H&

活动期患者氧化应激水平

的影响"以期明确舒血宁注射液对活动期
H&

的疗效"

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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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及疾病活动度判定标准$

H&

诊断

参照+中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

'

D

(

)

疾病活动度判定采用
+<K/

评分系统评定$主要包括

大便频数*便血*内镜下发现及临床医师总体评估
$

个

指标%

'

8

(

)

!

$纳入*排除及脱落标准$纳入标准#符合诊断

标准"且
+<K/

指数评分
!%

分&年龄
!"

&

87

岁&签署

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心*肝*肾疾患者或

者妊娠*哺乳期&

#

个月内已应用磺胺吡啶类*糖皮质

激素类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凝血功能异常或出血倾向&

心*肝*肾功能不全&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冠心病*自

身免疫性疾病*肿瘤) 脱落标准#试验中退出研究)

%

$一般资料$选择
!"#!

年
#

月-

!"#%

年
9

月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活动期

H&

住院患者
I#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及

对照组) 治疗组
$8

例"男
!#

例"女
!D

例&平均年龄

$

$8

'

#"

%岁&平均病程$

%

!

""

'

"

!

!%

%年&疾病严重程

度分级#轻度
#7

例"中度
!%

例"重度
I

例) 对照组

$$

例"其中男
!7

例"女
#I

例&平均年龄$

7"

'

8

%岁&

平均病程$

$

!

89

'

"

!

!7

%年&疾病严重程度分级#轻度

#$

例"中度
#I

例"重度
##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S"

!

"7

%) 另选择
!"

名接受结

肠镜检查的健康体检者为健康组)

$

$治疗方法$治疗组及对照组患者依据病情给

予常规治疗#美沙拉嗪缓释片
#

!

" V

'

7"" ;V

"辉凌国际

制药$瑞士%有限公司"批号#

^!"#""D"I

("每餐后及睡

前服用"病情严重者加用泼尼松片等糖皮质激素治疗)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舒血宁注射液$每支

7 ;J

"含总黄酮醇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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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银杏内酯
"

!

8" ;V

"神威

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8I7

%

#7 ;J

加
7c

葡萄糖

注射液
!7" ;J

静脉滴注"每天
!

次) 两组均连续治疗

#$

天)

7

$观察指标及方法$入组后于早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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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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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采集前臂静脉血
7 ;J

"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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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下放置

# P

"

$

(

! """ 2 E;=B

离心
#" ;=B

"取血清置 "

8"

(

冰箱保存待用) 所有
H&

患者治疗前
#

天及治疗结束

后
#

周内行结肠镜检查各
#

次"同时进行内镜评分

分级)

7

!

#

$血清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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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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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检测$采用
:J(M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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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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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N

试剂盒均由深圳晶美生物工

程公司提供"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测定仪器

为上海迅达医疗仪器公司
[C

#

8B

型酶标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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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结肠黏膜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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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

M,C

活性采用用黄嘌呤氧

化酶法测定"

+CN

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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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测定) 试剂盒均

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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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床疗效判定$干预前后采用
+<K/

评分

系统'

8

(进行的
H&

活动度评定) 采用改进的
L<2/B

内镜下
H&

活动度分级'

9

(进行内镜分级"并依据分级

程度转换为定量评分"

"

分#

"

级"黏膜正常&

#

分#

"

级"黏膜充血*血管模糊"

!

分#

#

级"黏膜有接触性

出血"

%

分#

$

级"黏膜有内发性出血&

$

分#

%

级"黏膜

可见大小不等的溃疡) 定量评分由
!

&

%

位内镜医师

共同操作)

D

$统计学方法$采用
MRMM ##

!

7

软件"正态分

布数据以
U

'

A

表示"经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应用
&

! 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MY1<2;<B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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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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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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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脱落情况$

I

例患者拒绝干预结束后的

结肠镜检查而脱落$治疗组
7

例"对照组
$

例%)

!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J

#

D

*

)6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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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表
#

%$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血清
(J

#

D

*

)6O

#

!

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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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健康组比

较"两个患者组治疗前血清
(J

#

D

*

)6O

#

!

水平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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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

个患者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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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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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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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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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降低$

R T "

!

"#

"

R T"

!

"7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降低$

R T"

!

"#

"

R T"

!

"7

%)

表
#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比较$$

BVEJ

"

U

'

A

%

组别 时间 例数
(J

#

D )6O

#

!

健康
!" #D

'

D 9

'

$

对照 治疗前
$8

89

'

#"

"

%%

'

#"

"

治疗后
$!

$8

'

I

#

!!

'

8

#

治疗 治疗前
$$

8"

'

##

"

%D

'

I

"

治疗后
$"

%#

'

D

##$

#!

'

7

##$$

$$注#与健康组比较"

"

R T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R T "

!

"7

"

##

R T"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R T"

!

"7

"

$$

R T"

!

"#

%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M,C

*

+CN

水平比较

$表
!

%$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血清
M,C

*

+CN

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S"

!

"7

%) 与健康组比

较"两个患者组治疗前血清
M,C

水平降低 $

R T

"

!

"#

%"血清
+CN

水平升高$

R T"

!

"#

%) 与本组治疗

前比较"两个患者组血清
M,C

均升高$

R T"

!

"#

"

R T

"

!

"7

%"

+CN

水平均降低$

R T"

!

"#

"

R T"

!

"7

%) 与对

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血清
M,C

升高 $

R T

"

!

"7

%"

+CN

水平降低$

R T"

!

"7

%)

表
!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
M,C

*

+CN

水平比较$$

U

'

A

%

组别 时间 例数
M,C

$

HE;J

%

+CN

$

';/4EJ

%

健康
!" #$"

'

!# $

)

"

'

"

)

!

对照 治疗前
$8

8%

'

!"

"

I

)

$

'

#

)

"

"

治疗后
$!

ID

'

#8

#

D

)

I

'

"

)

$

##

治疗 治疗前
$$

DI

'

!#

"

9

)

I

'

#

)

#

"

治疗后
$"

#"9

'

%%

##$

7

)

"

'

"

)

%

##$

$$注#与健康组比较"

"

R T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R T "

!

"7

"

##

R T"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R T"

!

"7

$

$两组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比较$表
%

%

两组治疗前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R S"

!

"7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患

者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均降低$

R T"

!

"#

"

R T

"

!

"7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K/

评

分及内镜分级评分均降低$

R T"

!

"#

"

R T"

!

"7

%)

表
%

$两组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比较$$分"

U

'

A

%

组别 时间 例数
+<K/

评分 内镜分级评分

对照 治疗前
$8 #"

)

9

'

#

)

! %

)

!!

'

"

)

$9

治疗后
$!

D

)

#

'

"

)

$

""

!

)

%%

'

"

)

DD

"

治疗 治疗前
$$ I

)

D

'

#

)

D %

)

#D

'

"

)

DI

治疗后
$"

7

)

"

'

"

)

9

""#

#

)

8$

'

"

)

"9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R T "

!

"7

"

""

R T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R T"

!

"7

7

$相关性分析$表
$

%$血清
M,C

水平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均呈明

显负相关$

R T "

!

"#

%&血清
+CN

水平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

+<K/

评分及内镜分级评分均呈明显正

相关$

R T"

!

"#

%)

表
$

$

M,C

*

+CN

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

+<K/

评分及

内镜分级评分相关性$$

2

%

指标
(J

#

D )6O

#

! +<K/

评分 内镜分级评分

M,C

"

"

)

D!#

"

"

)

D%9

"

"

)

7"I

"

"

)

898

+CN "

)

8## "

)

99! "

)

7!7 "

)

D%I

讨$$论

活动期
H&

的治疗以氨基水杨酸制剂及激素治疗

为主'

I

(

"但远期临床疗效往往欠理想"迫切需要寻找

新的治疗途径) 近年来"氧自由基对
H&

的潜在致病

性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

(

) 在炎性刺激物的作用

下"炎症区域释放大量氧自由基" 而参与清除自由基

的
M,C

等亦随之而减少"当氧自由基不断增多超过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

!!!"($!

机体清除能力时"则引起周围组织破坏性损伤) 此外"

过多的自由基还可触发细胞膜上的多链不饱和脂肪酸

发生脂质过氧化的链式反应并产生
+CN

等脂质过氧

化物'

##

(

)

M,C

是存在于生物体内的重要的抗氧化酶

系"能有效地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肠组织中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

+CN

是自由基攻击细胞膜不饱和脂肪酸的

最终产物"可间接反映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损伤的程

度'

#!

(

) 因此"氧自由基对机体肠道黏膜氧化损伤的程

度可以通过检测血清
M,C

*

+CN

含量的变化进行间

接评估) 本研究中"两组
H&

患者血清
M,C

水平均较

健康组显著下降"而血清
+CN

水平健康组显著升高"

提示
H&

患者存在明显的氧化损伤)

中医学认为"瘀血阻络*气滞血瘀是
H&

发生发展

的重要环节和病机关键"活血化瘀法是治疗该病的重

要法则"应贯穿于
H&

治疗过程的始末'

#%

(

) 中医学理

论认为银杏叶性味甘*苦*涩*平"有敛肺*平喘*活血化

瘀*止痛的功效"用于肺虚咳喘等症"主要有效成分为

黄酮类和萜类内酯化合物'

7

(

"现代药理学认为
]0:

具

有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

(

"临床

上亦广泛运用其活血化瘀之功效防治心脑血管等疾

病"其在
H&

的临床及基础研究中亦有较多报

道'

#7

"

#D

(

"证实其具有良好的疗效) 本研究参考文献

'

#%

(报道"选择活动期
H&

患者"应用舒血宁注射液

治疗
#$

天后"治疗组患者血清
(J

#

D

*

)6O

#

!

水平均较

治疗前及治疗后的对照组明显下降"

+<K/

评分及内

镜分级评分亦均较治疗前及治疗后对照组明显下降"

(J

#

D

*

)6O

#

!

是
H&

炎症损伤的生化指标"故舒血宁注

射液作为
H&

活动期治疗的辅助用药"对于改善患者

炎症损伤及临床症状有一定作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应用舒血宁注射液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清
M,C

较

治疗前及治疗后的对照组明显升高"而
+CN

水平较

对照组明显降低"相关性分析表明"血清
M,C

水平与

血清
(J

#

D

*

)6O

#

!

水平*

+<K/

评分*内镜分级评分均

呈负相关"血清
+CN

水平与血清
(J

#

D

*

)6O

#

!

水平*

+<K/

评分*内镜分级评分均呈正相关"提示联合舒血

宁注射液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好转"氧化应激水平下

降) 舒血宁注射液可能通过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抑

制炎症介质"改善临床症状)

限于研究条件"本研究入组的研究样本偏少"需要

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一步验证舒血宁注射液在
H&

中的治疗作用) 且干预时间仍需进行对照研究"以寻

求最佳治疗方案"为
H&

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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