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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注射液对急性胰腺炎肠道屏障功能

和微炎性反应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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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黄芪注射液对急性胰腺炎肠道屏障功能和微炎性反应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
月邢台市第三医院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９４例，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７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
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黄芪注射液治疗。２组疗程均为１０ｄ。比较２组治疗疗效、胃肠功能改善情况，及治疗
前后肠道屏障功能和炎性因子水平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３６２％）高于对照组（７２３４％）（Ｐ＜００５）。观察
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快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２组治疗后二胺氧化酶（ＤＡＯ）、
Ｄ乳酸和内毒素水平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白介
素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白介素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
α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黄芪注射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疗效明显，可改善患者肠道屏障功能和微炎性反应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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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胰腺炎是常见的一种临床急腹症，具有病 情进展速度快、并发症多等特点［１］。近年来急性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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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炎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具有较高的病死

率［２］。急性胰腺炎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胰腺局部炎

性反应，且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３４］。目前，

西医多采用全身支持、镇静镇痛、抗感染及胃肠道减

压等治疗，但其疗效并不十分理想［５６］。近年来临床

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胰腺炎取得良好临床

疗效［７８］。本研究探讨黄芪注射液对急性胰腺炎肠

道屏障功能的影响，为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提供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
期间收治的急性胰腺炎患者９４例，按照随机表法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７例。观察组男３０例、女
１７例，患者年龄 ３５～７３岁，平均年龄（５４３８±
４７８）岁，病程１～２３ｈ、平均病程（１２４６±３１７）ｈ；
对照组男２９例、女１８例，患者年龄３６～７５岁、平均
年龄（５５１９±５１３）岁，病程 １～２２ｈ、平均病程
（１２８０±３２０）ｈ。２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均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诊断标准　依据《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
（２００７）制定》［９］中相关诊断标准：临床症状表现为
急性、剧烈、持续、突发的上腹部疼痛；血清脂肪酶和

（或）淀粉酶活性至少高于正常上限值３倍；腹部超
声或增强ＣＴ／ＭＲＩ呈急性胰腺炎影像学改变。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急性胰腺炎诊断标准者；２）
发病至入院２４ｈ内者；３）患者年龄３５～７５岁；４）签
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消化道穿孔、肠瘘及肠出血
者；２）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３）合并免疫
缺陷、外伤者；４）精神疾病者；５）过敏体质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由于无法耐受药物不良
反应，中途退出者；２）治疗依从性差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于入院后采用常规治
疗，包括维持酸碱平衡、纠正电解质紊乱、合理禁食

和禁饮、抑制胃液分泌、减轻胃肠道压力、抗感染等；

且皮下注射奥曲肽（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９０２７２），０１ｍｇ／次，３次／ｄ。观察组：在上述
基础上结合黄芪注射液（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３０２０８２１）６０ｍＬ／次，静脉注射，１
次／ｄ。２组疗程均为１０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观察２组胃肠道恢复情况，包括
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２）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肠道屏障功能指标变化，包括二
胺氧化酶（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分别于治疗前后

抽取外周静脉血 ３ｍＬ，以离心半径 １５ｃｍ，转速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分离血浆，置于 －２０℃下保存待测。
采用酶学分光光度法测定ＤＡＯ和Ｄ乳酸水平，采用
鲎试剂比浊法测定内毒素水平。３）观察２组治疗前
后炎性因子指标变化，包括白介素６、超敏Ｃ反应蛋
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外周静
脉血３ｍＬ，以离心半径１５ｃｍ，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分
离血清，置于－２０℃下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测定白介素６、超敏 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
因子α水平。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１）治愈：症状、体征消失，且影
像学检查恢复正常，以及实验指标恢复正常；２）好
转：症状、体征改善，且影像学检查改善，以及实验指

标改善；３）无效：症状、体征、影像学及实验指标均无
改善［１０］。总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总例
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针对本研究中疗效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行χ２检验；针对本研究中胃肠道恢复情况、肠道屏
障功能指标和炎性因子指标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
示，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例）好转（例）无效（例）总有效率［例（％）］

观察组（ｎ＝４７） １９ ２５ ３ ４４（９３６２）
对照组（ｎ＝４７） １１ ２３ １３ ３４（７２３４）

χ２ ７５３２１
Ｐ ００００

２２　２组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肠鸣音
恢复时间、腹胀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快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胃肠功能恢复情况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肠鸣音恢复时间 腹胀消失时间 腹痛消失时间

观察组（ｎ＝４７） ４５２±０５６ ５４９±０８７ ４１３±０６４
对照组（ｎ＝４７） ５３７±０８９ ７０３±１２５ ６５２±１１７

ｔ ５５４１８ ６９３２４ １２２８６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２组肠道屏障功能比较　２组治疗前 ＤＡＯ、Ｄ
乳酸和内毒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 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水平降低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水
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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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肠道屏障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ＤＡＯ（ｎｇ／Ｌ） Ｄ乳酸（ｍｇ／Ｌ）内毒素（ＥＵ／ｍＬ）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５４０±１３８ １８９０±２８５ ６６０±１４５
　治疗后 ３８９±０９８ １３４７±２２６ ３８９±０９７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５３６±１３９ １８４５±２７９ ６５２±１４６
　治疗后 ２３５±０５４△ ７８９±１３４△ １７８±０４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４　２组炎性因子变化比较　２组治疗前白介素
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白介素６、
超敏 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降低（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白介素６、超敏 Ｃ反应蛋白和
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
４。

表４　２组炎性因子比较（珋ｘ±ｓ）

组别
白介素６
（ｎｇ／Ｌ）

超敏Ｃ反应蛋白
（ｍｇ／Ｌ）

肿瘤坏死因子α
（ｎｇ／Ｌ）

对照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５４０±１３８ １８９０±２８５ ６６０±１４５
　治疗后 ３８９±０９８ １３４７±２２６ ３８９±０９７

观察组（ｎ＝４７）
　治疗前 ５３６±１３９ １８４５±２７９ ６５２±１４６
　治疗后 ２３５±０５４△ ７８９±１３４△ １７８±０４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急性胰腺炎发病原因和诱因较为复杂多样，于

其发病后病理发展很快，由于其发病诱因的多样性，

临床上难以确定是何种诱因引起急性胰腺炎的发

生［１０１２］。中医学认为急性胰腺炎属“脾热病”“脾心

痛”“胃脘痛”等范畴，认为主要由湿热蕴结肝胆、腑

气不通引起，病久耗气伤阴，多有气阴匮乏［１３１４］。本

研究采用黄芪注射液治疗，黄芪是一种扶正补气重

要，其成分主要为黄芪皂苷、黄芪多糖、黄芪黄酮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注射液具有抗肿瘤、抗氧

化、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多种生物活性，其成分中黄

芪黄酮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作用，认为主要是酚

羟基类基团在与过氧化物作用时，能够提供氢原子，

从而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发挥作用［１５］。本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说明黄芪

注射液提高疗效；观察组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消失

时间、腹痛消失时间快于对照组，说明黄芪注射液可

改善患者主要症状。

肠道功能屏障的丧失是严重的一个促进因素，

会导致肠道内毒素和细菌的移位，诱发肠源性感染。

其中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等对检验肠道的屏障功
能具有重要作用。ＤＡＯ是肠黏膜上层绒毛细胞胞
质中的一种具有高度活性的细胞内酶，当出现肠黏

膜细胞坏死、受损后该酶释放入血［１６］。Ｄ乳酸是肠
道细菌发酵的一种代谢产物，当肠道因各种原因而

出现急性损伤是，则会使得肠道中细菌产生的大量

Ｄ乳酸通过受损肠道黏膜入血［１６］。故而血液中 Ｄ
乳酸变化能够显示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内毒素是常

用的一种判断肠道黏膜通透性的方法。本研究结果

表明，２组治疗后 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水平降低，
观察组治疗后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水平低于对照
组，说明黄芪注射液可降低 ＤＡＯ、Ｄ乳酸和内毒素
水平，从而改善患者肠道屏障功能。

急性胰腺炎发生、发展与炎性因子相关，其中白

介素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是体内
重要的炎性因子［１７１８］。白介素６可调节和激活免疫
细胞，炎性反应时其水平会升高；超敏Ｃ反应蛋白是
一种急性时相蛋白，在炎性反应初期其血清中水平

明显升高；肿瘤坏死因子α主要是由活化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分泌的一种炎性因子，其水平上升时能

够促进氧自由基和其他炎性因子的释放。白介素
６、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上升，会
激发一系列炎性反应，导致自身组织器官的损

伤［１９］。本研究结果表明，２组治疗后白介素６、超敏
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降低，观察组治
疗后白介素６、超敏 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
水平低于对照组，说明黄芪注射液可降低白介素６、
超敏Ｃ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改善患者
微炎性反应状态。

综上所述，黄芪注射液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疗效

明显，可改善患者肠道屏障功能和微炎性反应状态，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但本文研究相对还存在纳入研

究对象相对较少和观察时间相对较短不足，还需在

后续研究中增加观察纳入研究对象和延长观察时

间，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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