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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川芎联合酮咯酸氨丁三醇对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氧化应激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
月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１５２例，按照数字表法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７６例给予酮咯酸氨丁三
醇治疗，观察组７６例在对照组基础加用川芎治疗。比较２组患者临床疗效、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评分、现有疼痛
强度（ＰＰＩ）评分的差异，并分析患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丙二醛（ＭＤＡ）水平及 Ｂａｒ
ｔｈｅｌ评分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患者治愈率、总有效率分别为３０３％和９０８％，高于对照组的１３２％和７７６％，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２周后、治疗 ４周后观察组患者 ＶＡＳ评分、ＰＰＩ评分均显著降低，也低于同期对照组（Ｐ＜
００５）；治疗２周后、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者ＭＤＡ水平显著降低，也低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２周后、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者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水平显著升高，也高于同期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治疗４周后观察
组患者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显著升高，也高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川芎联合酮咯酸氨丁三醇对慢性
颈肩腰腿痛临床效果好，具有较高的临床有效率，能显著改善患者疼痛状态及氧化应激状态，日常生活能力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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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颈肩腰腿痛是临床上常见的骨科疾病，其
包括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１３］。

西医临床主要采用非甾体抗炎药治疗该疾病，酮咯

酸氨丁三醇是一种非麻醉性、新型的非甾体药物，其

具有较强的镇痛、抗炎及退热的作用［４５］。中医学认

为其主要病机为肝肾亏虚，筋骨失养，寒湿邪气阻滞

经络、关节［６］，川芎具有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

但目前临床关于川芎联合酮咯酸氨丁三醇对慢性颈

肩腰腿痛的研究报道尚缺乏。本研究探讨川芎联合

酮咯酸氨丁三醇对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氧化应激水

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
我院收治的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１５２例，按照数字
表法随机分为２组，每组７６例。观察组男４６例，女
３１例；年龄３２～７２岁，平均年龄（４６７４±６２７）岁；
病程０６～８０年，平均病程（３６７±０８５）年；其中
颈椎病２３例，肩关节炎１９例，腰肌损伤１８例，腰椎
间盘突出症１６例。对照组男４４例，女３２例；年龄
３１～７３岁，平均年龄（４６７０±６２５）岁；病程０７～
９０年，平均病程（３６５±０８６）年；其中颈椎病 ２１
例，肩关节炎１８例，腰肌损伤１９例，腰椎间盘突出
症１８例。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慢性颈椎病诊断标准：１）有慢性劳
损或外伤史，或有颈椎先天性畸形，颈椎退行性病

变；２）多发于４０岁以上中年人，长期低头工作者或
姿势不良者；３）颈、肩背疼痛，头痛头晕，颈部僵硬，
上肢麻木；４）颈部活动功能受限，病变颈椎棘突、患
侧肩胛骨内上角常有压痛，可摸到条索状硬结，上肢

肌力减弱或肌肉萎缩，臂丛牵拉试验阳性，压顶试验

阳性；５）Ｘ线正位摄片显示，颈椎关节增生，或张口
位可有齿状突偏歪，侧位摄片显示颈椎曲度变直，或

反Ｃ形侧弯，椎间隙变窄，有骨质增生或韧带钙化，
斜位摄片可见椎间孔变小。慢性腰椎间盘突出症诊

断标准：１）腰痛和下肢放散痛：腰部反复疼痛，逐渐
向一侧下肢沿坐骨神经分布区域放散，严重者不能

久坐久立，翻身转侧困难，咳嗽、喷嚏或大便用力时，

因腹压增高而疼痛加重；２）压痛、叩击痛：在腰４～
５、腰５骶１或腰椎３～４棘突间有局限性深压痛，按
压痛点或叩击腰部，腰部疼痛并向下肢放射；３）腰部
活动障碍：腰部各方向活动均受限，以后伸和前屈明

显；４）腰部畸形：脊柱可出现侧弯、腰椎前凸增大，腰
椎曲线变平或倒转等改变，以脊柱侧弯最多见；５）病

程较久或神经根受压严重者，常有患侧下肢麻木，患

肢怕冷，中央型髓核突出可见鞍区麻痹；６）直腿抬高
试验及加强实验阳性、拇指背伸及跖屈力减弱、屈颈

试验阳性，挺腹试验阳性，下肢后伸试验阳性，减反

射及皮肤感觉改变；７）影像检查，ＣＴ、ＭＲＩ检查可显
示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肩周炎诊断标准：１）４０～５０
岁以上中老年，常有风湿寒邪侵袭史或外伤史；２）肩
部疼痛及活动痛，夜间加重，可放射到手，但无感觉

异常；３）肩关节活动尤以上举、外展、内、外旋受限；
４）肩周压痛，特别是肱二头肌长头腱沟；５）肩周肌肉
痉挛或肌萎缩。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未合并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及感
染性疾病者；２）近４周未使用其他非甾体抗炎药或
止痛药物者；３）无心、肝、肾功能障碍者；４）无药物过
敏者；５）无精神异常者；６）患者均签署治疗同意书；
７）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和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１）药物过敏者；２）合并自身免疫系
统疾病及感染性疾病者；３）未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
４）近４周使用其他非甾体抗炎药或止痛药物者；５）
精神异常者；６）妊娠或哺乳期者；７）心、肝、肾功能障
碍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不能按治疗计划进行服
药治疗者；２）治疗期间因发生其他重大疾病或出现
严重并发症而终止治疗者；３）各种原因导致中途退
出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对照组患者给予酮咯酸氨丁三醇胶囊（尼
松，山 东 新 时 代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２００５２６３３）１０ｍｇ，口服，３次／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用川芎治疗，川芎２５０ｇ，研成碎末装袋，
烘热并喷食醋置于患处，同时给予川芎 ２０ｇ，水煎
服，１次／ｄ，２组连续应用２周为１疗程，共２个疗
程。

１６２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ＧＳＨＰＸ）、丙二醛（ＭＤＡ）检测　患者于治疗前、
治疗２周后、治疗４周后采集空腹静脉血３～５ｍＬ，
常规离心、取上清液，采用羟胺法检测患者 ＳＯＤ水
平，比色法检测 ＭＤＡ、ＧＳＨＰＸ水平，相关操作流程
及注意事项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６３　疼痛评分　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ＡＳ）及现有疼痛强度（ＰＰＩ）评分法对患者进行疼
痛评分［７］，前者采用０～１０数字进行疼痛模拟，后者
分值为０～５分，疼痛程度越高，评分也越高。
１７　观察指标　记录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ＶＡ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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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ＰＰＩ评分的差异，并分析患者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
ＭＤＡ水平及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１）治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
失，关节功能完全恢复；２）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基
本消失，关节功能基本恢复；３）有效：临床主要症状
及体征消失，关节功能明显改善；４）无效：临床症状、
体征及关节功能无变化或加重［８］。日常生活能力采

用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９］，不同级别代表不同程度的独立能

力，满分１００分。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愈
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３０３％和９０８％，高于对照组
的１３２％和７７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
观察组（ｎ＝７６）２３（３０３） ２５ ２１ ７ ９０８

对照组（ｎ＝７６）１０（１３２） ３２ １７ １７ ７７６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ＶＡＳ评分、ＰＰＩ评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ＶＡＳ评分和ＰＰＩ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和４周后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ＶＡＳ评分和 ＰＰＩ评分均降低，观察组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２组ＶＡＳ评分和ＰＰＩ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ＶＡＳ评分 ＰＰＩ评分

观察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５７８±０７６ ３４６±０４２
　治疗２周后 ２５９±０５６△ ２３３±０２８△

　治疗４周后 １３６±０４８△ １５３±０２４△

对照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５７６±０７５ ３４６±０４５
　治疗２周后 ４０３±０６１ ３０５±０３３

　治疗４周后 ２２８±０５３ ２１５±０３０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２组ＳＯＤ、ＭＤＡ、ＧＳＨＰＸ水平比较　治疗前２
组患者ＳＯＤ、ＭＤＡ、ＧＳＨＰＸ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和４周后观察组患者 ＭＤＡ
水平显著降低，也低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和治疗４周后观察组和
对照组患者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水平均升高，观察组明显
高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３　２组ＳＯＤ、ＭＤＡ、ＧＳＨＰＸ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ＳＯＤ（ｎｇ／ｍＬ） ＭＤＡ（ｎｍｏｌ／ｍＬ） ＧＳＨＰＸ（ｎｍｏｌ／ｍＬ）

观察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６８７５±９６３ ９５４７±８３５ １２６４９±３４６８
　治疗２周后 ９７５３±１４６２△ ５５８９±５３８△ ２５４６８±４６７２△

　治疗４周后 １１７７３±１７６３△ ３２３７±４１５△ ３４７３６±５６３７△

对照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６８８１±９６５ ９５４４±８３８ １２７１２±３４６５
　治疗２周后 ７７６４±１０３４ ７８４８±７３７ １５６７３±３７９３

　治疗４周后 ９３６４±１３６３ ５７２６±６３２ ２０３５８±４１２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 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比较　治疗前
２组患者 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２周后和４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
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均升高，观察组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２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

观察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４３７５±６３３
　治疗２周后 ６７７３±４５２△

　治疗４周后 ７９５５±５３７△

对照组（ｎ＝７６）
　治疗前 ４３５３±６３４
　治疗２周后 ５６３６±３８３

　治疗４周后 ６５８３±４２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慢性颈肩腰腿痛是威胁人类健康较为多见的骨

关节性疾病，其多因无菌性炎症、慢性损伤引

起［１０１１］，患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患病处疼痛、肿胀，

病情严重者可引起功能受限，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

能力及身心健康。以往临床上主要采用西医对症止

痛、消炎等治疗，非甾体类药物较为常用，酮咯酸氨

丁三醇是一种新型的、非麻醉性的非甾体药物之一，

其可显著抑制前列腺素合成［１２１３］，镇痛效果较为显

著，同时还具有中等消炎、退热的作用。中医学在慢

性颈肩腰腿痛患者治疗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其

属于“痹病”的范畴，主要病机为素体肝肾虚弱，病

情迁延日久，风寒湿邪气阻滞经络、气血、筋骨，从而

出现气血瘀滞、经络不通而发生疼痛不适［１４１５］。治

疗上应以行气活血、祛风止痛等为原则。临床上多

采用含川芎的方剂汤药治疗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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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较理想［１６１７］，但其起效较为缓慢，快速止痛

效果较差。因此，临床上多采用非甾体药物联合中

医药治疗该疾病，而目前关于酮咯酸氨丁三醇联合

川芎对慢性颈肩腰腿痛报道研究尚缺乏。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治愈率和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这与酮咯酸氨丁三醇快速止痛治标，川芎活血、止

痛、祛风治本有关。酮咯酸氨丁三醇镇痛能力较强，

镇痛时间较长，同时还兼有抗炎、退热，缓解躁动的

作用。川芎性温，味辛，具有祛风止痛、活血行气的

作用，正如“川芎可治疗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

一切血、补五劳、壮筋骨……［１８］”其辛香走窜祛除机

体寒湿粘滞之弊，是止痛、祛瘀、活血的要药。现代

药理研究显示，川芎有效成分川芎嗪具有较强的抗

血小板活性及聚集的作用，显著改善病变处的局部

血流量，加快代谢物清除，缓解局部炎性反应状

态［１９］。

本研究也显示，２组患者治疗２周后和４周后
ＶＡＳ评分和ＰＰＩ评分均降低，观察组明显低于同期
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和４周后观察组患
者Ｂａｒｔｈｅｌ评分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提示酮咯酸氨丁三醇联合川芎具
有较强的镇痛效果，日常生活能力也较高。酮咯酸

氨丁三醇属于新型的非阿片类、非甾体抗炎药，其镇

痛效果为吗啡的１／７５，小剂量的酮咯酸氨丁三醇
即可达到强镇痛的效果［２０］，其镇痛持续时间也较

长，对呼吸系统无明显抑制作用，同时其还可缓解躁

动程度，进而减少止痛药物剂量，增加镇痛效果。现

代药理研究也显示，川芎对受损神经轴突及细胞具

有潜在的保护作用，可显著抑制神经根性疼痛，可改

善组织损伤部位微循环，促进局部组织水肿的消

退［２１］。

本研究显示，治疗 ２周和 ４周后观察组患者
ＭＤＡ水平显著低于同期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２
周后和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者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水平显
著高于同期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川芎可显著改
善患者氧化应激状态。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由于病

情较为迁延，局部疼痛及肿胀较为显著，局部产生大

量的氧自由基，可引起继发性的损伤及疼痛等。

ＳＯＤ是清楚体内自由基最重要的抗氧化酶之一，其
可间接反映体内的抗氧化能力，ＭＤＡ是脂肪过氧化
的产物，可诱发应激性损伤，其含量高低在一定程度

可反映组织细胞受自由基损伤的严重度［２２２３］。

ＧＳＨＰＸ是机体内源性的抗氧化剂，可特异性的促进

过氧化氢还原反应，从而保护细胞膜结构以减少氧

自由基损伤［２４］。现代药理研究也显示，川芎所含的

有效成分川芎嗪可有效改善局部受损处的血液微循

环，降低神经细胞膜通透性，同时其还可拮抗氧自由

基（ＳＯＤ、ＤＭＡ）作用，从而阻滞神经细胞膜鞘磷脂的
损伤，促进组织修复［２５２６］。

综上所述，酮咯酸氨丁三醇联合川芎对慢性颈

肩腰腿痛临床效果佳，其具有较高的临床有效率，显

著改善患者疼痛状态及氧化应激状态，日常生活能

力也较高，但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少，也没有评价

药物不良反应，尚需进一步进行研究，进而为酮咯酸

氨丁三醇联合川芎对慢性颈肩腰腿痛患者提供更加

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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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而ＳＯＤ水平高于对照组，说明加味温胆
汤治疗可降低血清Ｈｃｙ和提高ＳＯＤ水平。

综上所述，加味温胆汤治疗痰湿内阻型慢性精

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显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１］ＭａｌｃｈｏｗＢ，ＫｅｅｓｅｒＤ，Ｋｅｌｌｅｒ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ｎ

ｂｒａ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Ｊ］．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７３（３）：１８２１９１．

［２］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Ｏ，ＷｅｓｔｉｎＣＦ，ＤａｈｌｂｅｎＢ，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ＲＩ

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Ｊ］．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Ｒｅｓ，２０１５，１６１（１）：１１３８．

［３］陆丽．精神分裂症发病机制及治疗靶点的研究现状［Ｊ］．医学综

述，２０１５，２１（９）：１５８６１５８８．

［４］ＣｈａｎＨＭ，ＳｔｏｌｗｙｋＲ，ＮｅａｔｈＪ，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ｔｆｒｏｎｔｏ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Ｒｅｓ，２０１５，２２５（３）：６５８６６．

［５］白冰，赵永厚．中医药治疗精神分裂症临床研究进展［Ｊ］．河北中

医，２０１６，３８（４）：６３７６４０．

［６］张礼晓，李若蕊．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分裂疗效初步研究与评定

［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５，１３（３０）：１９１１９２．

［７］沈渔?．精神病学［Ｍ］．５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４１８４５．

［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Ｓ］．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９１１２．

［９］刘志雄．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分裂症４１例疗效观察［Ｊ］．湖南中

医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８）：３９４０．

［１０］林智．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分裂症５７例疗效观察及对生活质量

和认知功能的影响［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１５，２１（１９）：７０７２．

［１１］张仁凯，付学凯，孙天新．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体

会［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７）：１７７１７８．

［１２］李穗华，胡楚璇，谭文惠，等．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

观察［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５，２４（８）：１１８１１１８３．

［１３］付广燕．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研究［Ｊ］．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９６９７．

［１４］刘景利，马丽，王勇，等．导痰汤加减合并小剂量利培酮治疗慢性

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观察［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３）：

２０８２１０．

［１５］武福增，庞少军．小剂量奥氮平联合导痰汤加减治疗痰湿内阻型

精神分裂症３７例［Ｊ］．河南中医，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２４０７２４０８．

［１６］刘洪光，叶昌斌，王元彬．精神分裂症症状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

的相关性分析［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２４）：６４５８６４６０．

［１７］张毅，陈美娟，徐斐康，等．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清高同型半胱

氨酸水平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相关性［Ｊ］．精神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９

（５）：３４２３４５．

［１８］关鹏．利培酮和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患者ＰＲＬ和ＳＯＤ的影响探

讨［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３（２）：１１９１２１．

［１９］李丹，徐阿红，易正辉，等．慢性精神分裂症与氧化应激关系的初

步研究［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９（１８）：２６５０２６５１．

（２０１７－０５－１８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上接第１６７６页）
［１４］洪海文．活血利水中药联合复方南星止痛膏治疗慢性膝关节滑

膜炎的临床研究［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１６，２２（１）：８９９０．

［１５］邓祖国，朱敬静．独活寄生丸联合布洛芬缓释胶囊治疗寒湿型

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效果观察［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１６，２５（７）：７７０７７３．

［１６］王雷，闫相斌．膝骨关节炎采用独活寄生汤辅助效果及对关节

滑液中细胞因子的影响［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６，３７（１２）：１６００

１６０２．

［１７］王春成，李明哲，彭晓松．颈舒颗粒联合铍针治疗慢性肩周炎７６

例近期临床疗效分析［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７，４６（７）：９５０９５３．

［１８］李婷，梁舒婷，廖美爱，等．川芎对衰老小鼠组织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

ＭＤＡ及学习记忆的影响［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７，３０（１８）：

２６６１２６６３，２６６６．

［１９］贾朋伟，张西安，白小刚，等．川芎嗪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外

周血ＩＬ１７和 Ｆｏｘｐ３的影响［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６，１６

（１７）：３３５４３３５８．

［２０］ＬｙｎｎＡＭ，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Ｈ，ＫａｎｔｏｒＥＤ，ｅｔａｌ．Ｋｅｔｏｒｏｌａｃ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ｍｉｎｅ：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ｄｏｓｅｕｓｅｉ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ｇｅｄ２６ｍｏｎｔｈｓ［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２１（３）：３２５

３３４．

［２１］魏守蓉，张道鹏，陈敏，等．丹参川芎注射液穴位注射对神经根

型颈椎病患者肌电图的影响［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１６，２２（２０）：８７

８９．

［２２］李朝军，韩丽，李小健，等．自拟补肾活血方对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血清 ＳＯＤＮＯ及 ＭＤＡ水平的影响［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６，３４

（２）：１０１１０２．

［２３］邓彩霞，蓝贤俊，农文田，等．川芎对衰老小鼠脑组织 ＳＯＤ和

ＭＤＡ及羟自由基的影响［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２，２５（５）：

４９９５００．

［２４］贺钰梅，韩秀平，汪丽丽，等．痛风性关节炎患者血清 Ｄｉｃｋｋｏｐｆ１

含量与骨破坏、炎症及氧化反应的相关性研究［Ｊ］．海南医学院

学报，２０１７，２３（１７）：２３５７２３６０．

［２５］夏青松，孔靖玮，李德顺，等．不同配比当归川芎药对的抗炎、镇

痛作用实验研究［Ｊ］．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１７（６）：１３，４．

［２６］吴宪聪，葛维，于生元，等．大川芎方对电刺激大鼠上矢状窦偏

头痛模型疼痛行为学及血浆ＣＧＲＰ、ＳＰ、ＶＩＰ浓度的影响［Ｊ］．中

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４）：３３５３３８．

（２０１８－０５－１８收稿　责任编辑：张雄杰）

·０８６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