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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将鹿胍多肽应用于创伤性胸腰椎骨折的疗效及相关作用机制。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青
海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创伤性胸腰椎骨折患者１６７例，按照药物治疗措施不同分为对照组（ｎ＝８２）和观察组（ｎ＝８５）。
对照组予以利塞膦酸钠单独给药治疗，观察组使用了利塞膦酸钠＋鹿胍多肽联合用药方案治疗。比较应激反应指标Ｃｏｒ、
ＮＥ、ＡＬＤ、骨代谢ＢＧＰ、ＰＴＨ、ＢＡＬＰ、Ｃ１ＣＰ等生化指标以及生活能力方面在治疗前后的变化幅度。结果：观察组 ＢＡＬＰ
（２６９２±２６７）ｐｇ／ｍＬ显著高于对照组，ＣＴＸ（０３３±０１４）ｍｇ／ｍＬ、ＢＧＰ（５７１±１２５）μｇ／Ｌ、Ｐ１ＮＰ（４７３３±４１４）ｍｇ／ｍＬ、
ＰＴＨ（３１３８±３１７）ｐｇ／ｍＬ、Ｃ１ＣＰ（７０７±０９１）μｇ／Ｌ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 ＡｎｇⅠ（３３８±０４６）ｐｇ／ｍＬ、Ｅ
（７１４６±３７１）ｎｇ／ｍＬ、ＡＬＤ（９６９２±５３８）ｐｇ／ｍＬ、ＡｎｇⅡ（３１４７±２７５）ｐｇ／ｍＬ、显著低于对照组，ＮＥ（９６７１±４６４）ｎｇ／
ｍＬ、Ｃｏｒ（２７８８７±１２５７）ｎｍｏｌ／Ｌ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治疗后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总分（４３３４±４１５）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３０８３±３０４）分（Ｐ＜００５）。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２９４％，与对照组７３１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３８，Ｐ＜００５）结论：针对创伤性胸腰椎骨折患者骨组织修复的治疗，可给予鹿胍多肽作为辅助药物，鹿胍多肽具有降
低患者应激反应，促进骨代谢修复的作用，提供患者生活能力。

关键词　骨代谢；应激反应；鹿胍多肽；创伤性胸腰椎骨折；ＡＬＤ；ＢＧＰ；ＢＡＬＰ；Ｃ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

Ｓｐｉｎ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Ｌｕｇｕ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
ＭａＪｉａｎｗｅｎ，ＬｉＹｕ，Ｍａ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ｉ，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Ｌｕｇｕ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６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８２）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ｎ＝８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ｉｓｅｄｒｏｎａｔｅｓｏｄｉｕｍ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ｉｓｅｄｒｏｎａｔｅｓｏｄｉｕ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ｕｇｕ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ｄｅｘｓｕｃｈａｓ
Ｃｏｒ，ＮＥ，ＡＬＤ，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ＧＰ，ＰＴＨ，ＢＡＬＰ，Ｃ１ＣＰ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ＢＡＬＰ（２６９２±２６７）ｐｇ／ｍＬ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ＣＴＸ（０３３±０１４）ｍｇ／ｍＬ，ＢＧＰ（５７１±１２５）μｇ／Ｌ，Ｐ１ＮＰ（４７３３±４１４）ｍｇ／ｍＬ，ＰＴＨ（３１３８±３１７）ｐｇ／ｍＬａｎｄＣ１ＣＰ
（７０７±０９１）μｇ／Ｌ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ｎｇ
Ⅰ （３３８±０４６）ｐｇ／ｍＬ，Ｅ（７１４６±３７１）ｎｇ／ｍＬ，ＡＬＤ（９６９２±５３８）ｐｇ／ｍＬ，ＡｎｇⅡ （３１４７±２７５）ｐｇ／ｍＬｗｅｒｅ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Ｅ（９６７１±４６４）ｎｇ／ｍＬ，Ｃｏｒ（２７８８７±１２５７）ｎｍｏｌ／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Ｂａｒｔｈｅｌｉｎｄｅｘ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３３４±４１５）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０８３±３０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２９４％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７３１７％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２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χ２＝３３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ｐａｉ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ｏｎｅ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Ｌｕｇｕ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ｎ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ｒｕｇ．Ｉｔ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ｌｉｆ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ＬｕｇｕａＰｏｌｙｐｅｐｔｉｄｅ；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ＡＬＤ；ＢＧＰ；ＢＡＬＰ；Ｃｏｒ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５

　　创伤性胸腰椎骨折通常是严重创伤或者外伤造
成的，是脊柱骨折的一种，部分患者具有脊髓损害，

致残率较高。一旦患者延误了治疗，对生命质量危

害较大。骨外科常采取多种脊柱内固定方法进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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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现取得良好疗效。但术后对骨组织的修复

措施仍是必不可少的环节［１２］。利塞膦酸钠在创伤

性胸腰椎骨折术后对骨组织的修复有一定效果，但

随着中医药的广泛运用，鹿胍多肽配合西药治疗本

病也取得一定进展，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
我院收治的创伤性胸腰椎骨折患者１６７例，采用数
字随机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８５）和对照组（ｎ＝
８２），２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中对外伤性骨折诊断标准，１）有直接或间接
暴力外伤史；２）全身症状：无并发症的单纯性骨折，
全身症状不明显或不严重，严重创伤科发生休克，或

合并脏器损伤，开放性扶着可合并感染［３］。

１２２　中医诊断标准　有明确外伤史；局部肿痛，
压痛，畸形，功能障碍，严重者可合并脊髓损伤；Ｘ线
正、侧、斜位片检查可明确骨折部位及类型。

１３　纳入标准　１）依据创伤性胸腰椎骨折的临床
诊断标准［３］，有明确病史，均在跌倒或外伤后产生椎

体叩击痛等症状，经 ＣＴ或 Ｘ线扫描证实是胸腰椎
压缩性骨折；２）均经腰椎骨折固定术治疗，且手术成
功；３）签署知情同意书；４）手术期间，患者均戒烟戒
酒３个月以上，依从性较好。
１４　排除标准　１）近３个月使用过骨代谢相关药
物；２）伴有多发伤、复合伤；３）伴有心肝肺肾重大器
质病变；４）合并严重骨质疏松者；５）既往有脊柱手术
史；６）合并病理性骨折。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依从性差者；２）治疗过程
并发严重感染者；３）同时期参与２个临床项目研究
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均经利塞膦酸钠片（扬子江
药业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６０１２４；２０１６０７０９）：口服，５
ｍｇ／次，１次／ｄ，期间使用常规补钙方案，例如避免食
用刺激食物，增加运动量等，使用钙尔奇 Ｄ（惠氏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１５１１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３０）：１片／

次（６００ｍｇ／次），１次／ｄ，口服３０ｄ。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使用鹿胍多肽注射液（哈尔滨誉衡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１５１２０９；１６０８１３）：静脉滴注，取８
～１２ｍＬ，溶于２５０ｍＬ葡萄糖溶液内，１次／ｄ，治疗２
周为１个疗程，治疗２～３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７１　骨代谢指标的检测　抽取６ｍＬ静脉血，分
装成２份，分别进行高速离心分离，留取上清，一份
放在－２０℃以上的冰箱备用，一份在自动生化分析
仪（美国Ｂａｙｅｒ公司）应用下观察血清内的总骨Ⅰ型
前胶原氨基端延长肽（Ｐ１ＮＰ）、甲状旁腺激素
（ＰＴＨ）、骨碱性磷酸酶（ＢＡＬＰ）、空腹血骨钙素
（ＢＧＰ）、Ⅰ型胶原羧基端前肽（Ｃ１ＣＰ）、胶原交联羧
基末端肽（ＣＴＸ）。其中 ＢＧＰ的检测方法为放射免
疫法，其余为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均由上海钰

博生物科技公司提供。

１７２　应激反应指标的检测　从冰箱中取出待检
血样，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由上述公司提供）

观察皮质醇（Ｃｏｒ）、血管紧张素Ⅰ（ＡｎｇⅠ）、醛固酮
（ＡＬＤ）、去甲肾上腺素（ＮＥ）、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
Ⅱ）、肾上腺素（Ｅ）浓度。
１７３　日常生活能力的评定　日常生活能力以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评价［４］，涵盖１０个维度：平地行走（１５
分）、进食（１０分）、洗澡（５分）、修饰（５分）、如厕
（１０分）、小便控制（１０分）、上下楼（１０分）、床椅转
移（１５分）、大便控制（１０分）、穿衣（１０分）。总分
１００分，分值和生活能力成正比。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影像学资料对患者的疗
效进行评定，分为显效、有效、无效３个等级，具体内
容如下：显效：Ｘ片显示骨折复位、愈合良好，疼痛、
肿胀等临床症状消失；有效：Ｘ片显示骨折复位、愈
合情况改善明显，疼痛、肿胀等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无效：Ｘ线片提示骨折复位不佳，愈合差，仍存在明
显的疼痛／肿胀症状［５］。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２０１６版ＣＨＩＳＳ统计学程序
进行数据分析，定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采用ｔ检验，无序分类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组间临床资料的比较结果

组别 年龄（岁） 病程（ｈ） 性别［例（％）］
男 女

致伤原因［例（％）］
交通事故 高处坠落 重物压砸

Ｄｅｎｉｓ骨折类型［例（％）］
压缩型 爆裂型 骨折错位 屈曲或牵张型

观察组（ｎ＝８５）５２９５±２４２１４１６±０５１４６（５４１２） ３９（４５８８） ４７（５５２９） １７（２０００） ２１（２４７１） ２６（３０５９） １３（１５２９） ２７（３１７６） １９（２２３５）
对照组（ｎ＝８２）５０２８±２１６１１９３±０５９４１（５０００） ４１（５０００） ４３（５２４４） ２１（２５６１） １８（２１９５） ２３（２８０５） １１（１３４１） ３２（３９０２） １６（１９５１）
统计值 １０１１ ００４７ ０２８４ ０１１１ ０３９１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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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组间骨代谢指标变化情况（珋ｘ±ｓ）

组别 Ｐ１ＮＰ（ｍｇ／ｍＬ） ＰＴＨ（ｐｇ／ｍＬ） ＢＡＬＰ（ｐｇ／ｍＬ） ＢＧＰ（μｇ／Ｌ） Ｃ１ＣＰ（μｇ／Ｌ） ＣＴＸ（ｍｇ／ｍＬ）

对照组（ｎ＝８２）
　治疗前 ８０５４±５６５ ５８７２±４２８ １１７９±２９６ １３２６±１１３ ８２９±１８７ ０５４±０２５
　治疗后 ６３４１±４７４ ４２４９±３１６ １９３５±３０８ ８４８±０７４ ７５３±０９６ ０４１±０１９
观察组（ｎ＝８５）
　治疗前 ８２５６±５９２ ６０７１±４２９ １２０８±２０４ １５１４±３３２ ８６５±１２４ ０５６±０１２
　治疗后 ４７３３±４１４ ３１３８±３１７ ２６９２±２６７ ５７１±１２５ ７０７±０９１ ０３３±０１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组间应激反应指标变化情况（珋ｘ±ｓ）

组别 Ｃｏｒ（ｎｍｏｌ／Ｌ） ＡｎｇⅠ（ｐｇ／ｍＬ） ＡＬＤ（ｐｇ／ｍＬ） ＮＥ（ｎｇ／ｍＬ） ＡｎｇⅡ（ｐｇ／ｍＬ） Ｅ（ｎｇ／ｍＬ）

对照组（ｎ＝８２）
　治疗前 １７２２６±１０１９ ４７１±０５２ １４３１７±１２１１ ４５１４±３１６ ７８６５±４３７ ８６６６±５２４
　治疗后 ２７８８７±１２５７ ３３８±０４６ ９６９２±５３８ ９６７１±４６４ ３１４７±２７５ ７１４６±３７１
观察组（ｎ＝８５）
　治疗前 １７４２５±９４２ ４６２±０５８ １４０７９±８７３ ４７５２±３６８ ７７１８±４０４ ８４５２±６１３
　治疗后 ２３２９４±１４８８ ３８９±０７９ １１８４６±１２０８ ６４３７±４１９ ４８２６±３５７ ７８０１±３４４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组间日常生活活动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变化情况（珋ｘ±ｓ，分）

组别 平地行走 进食 洗澡 修饰 如厕 小便控制 上下楼 床椅转移

对照组（ｎ＝８２）
　治疗前 ３２９±０７５ １８４±０４１ １１２±０２６ １２４±０２８ １３１±０３７ ３４６±０５９ ３１４±０６１ １８２±０２９
　治疗后 ５４２±０９６ ３５１±０５８ ２０６±０６４ ２１８±０７１ １９８±０５２ ４１７±０５７ ４３３±０６２ ２４４±０３４
观察组（ｎ＝８５）
　治疗前 ３４６±０３１ ２０３±０２５ １０４±０１２ １１３±０１４ １２５±０１７ ３５８±０５８ ３２５±０４２ １９５±０１６
　治疗后 ７８１±１６５ ５３７±１０３ ３１５±０３８ ３０２±０４７ ２６６±０２４ ５９１±０６７ ６０８±１０２ ３１３±０５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骨代谢指标变化的比较　２组间在治疗前
各项骨代谢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
在治疗后 ＢＡＬＰ显著上升，Ｐ１ＮＰ、ＰＴＨ、ＢＧＰ、Ｃ１ＣＰ、
ＣＴＸ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 Ｃ１ＣＰ、ＢＧＰ、
Ｐ１ＮＰ、ＰＴＨ、ＣＴＸ显著比对照组低，ＢＡＬＰ显著比对
照组高（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２组应激反应指标变化的比较　２组治疗前应
激反应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治疗
后，２组Ｃｏｒ、ＮＥ明显升高，ＡｎｇⅡ、Ｅ、ＡｎｇⅠ、ＡＬＤ明
显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ＡｎｇⅡ、Ｅ、ＡｎｇⅠ、ＡＬＤ显
著比对照组低，Ｃｏｒ、ＮＥ显著比对照组高（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２组日常生活能力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变化情况　组
间在治疗前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总分与各维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各维度、总分分数显
著上升（Ｐ＜００５），观察组显著比对照组高（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４　各组疗效差异比较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９２９４％，与对照组７３１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３３８，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各组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组别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８２） ４０ ２０ ２２ ７３１７
观察组（ｎ＝８５） ５５ ２４ ６ ９２９４

χ２ ３３８
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疼痛是创伤性胸腰椎骨折术后最常见临床表

现，受到骨骼关节功能限制的影响，患者在运动时疼

痛现象更为明显，同时，如果患者运动量不足，易造

成组织粘连，使骨折愈合延迟，不仅增加了患者痛

苦，还会增加疾病病程［５６］。因此，在手术治疗创伤

性胸腰椎骨折之外，还应当选取药物进行促进骨折

愈合的治疗，以此达到修复软组织损伤的目的。

利塞膦酸钠片属于二膦酸盐类药物，其在抑制

骨吸收方面的主要作用是可保持一定浓度梯度，因

此推动破骨细胞活化启动，还能够干扰成熟破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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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增加骨基质活性，诱发骨基质激活破骨细胞［７］。

而鹿胍多肽作为一种复方灭菌注射液，取材自甜瓜

干燥种子以及梅花鹿骨骼，并与多肽类生物活性因

子结合制作成的，其中富含多种骨诱导多肽类因子，

比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骨形态发生蛋白等［８］。

其中骨诱导多肽类物质具有刺激成骨细胞增殖，促

进骨代谢，辅助新骨形成的作用，对骨折患者成骨细

胞、软骨细胞分化、增长、结成骨痂有良好效果。而

药物成分中的甜瓜籽提取物含有丰富的有机钙、磷，

以及游离氨基酸等物质，在改善创伤性胸腰椎骨折

患者病灶部位的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钙磷代谢平

衡，降低炎性浸润等方面有重要作用［９］。目前本药

广泛应用在各类骨折、骨质疏松、强直性脊柱炎、创

伤修复等疾病的治疗中，本研究将其使用在创伤性

胸腰椎骨折的治疗中，为丰富鹿胍多肽的临床报道

提供一定依据。

本研究观察了 ２组骨代谢指标的变化，其中
ＢＧＰ为肥大软骨细胞、成骨细胞所分泌的，是骨形
成特异性指标之一，在骨折等相关疾病中，表达量异

常增加；ＣＴＸ、Ｃ１ＣＰ能够反映骨吸收情况，在骨折术
后修复时期，表达水平明显升高；ＢＡＬＰ为磷酸单酯
水解酶，在骨、肝、肾等脏器中分布广泛，尤其在骨组

织中活跃度较高，在骨折发生后，其在血清中的浓度

明显上升［１０１１］；Ｐ１ＮＰ代表Ｉ型胶原沉积程度，Ｉ型胶
原生成时，Ｐ１ＮＰ渗入细胞外间隙，并进一步流入血
液，是一项重要的骨形成标志物；ＰＴＨ为碱性单链
多肽类激素，主要是甲状旁腺主细胞生成的，具有调

节钙、磷代谢的作用，能够降低血磷，提升血钙，以此

动员骨钙入血，增加磷酸盐排泄，改善钙离子重吸

收［１２１３］。比较对照组，本研究中观察组可明显降低

Ｐ１ＮＰ、ＰＴＨ、Ｃ１ＣＰ、ＢＧＰ、ＣＴＸ，提升 ＢＡＬＰ浓度，考虑
是观察组具有促进骨代谢的作用。

由于创伤性胸腰椎骨折及手术治疗均能够激起

患者严重应激反应，会导致患者体内大量细胞因子

处于紊乱的状态。其中 Ｃｏｒ具有维持骨骼、肌肉等
结缔组织正常生理功能，以及维护免疫细胞、严重反

应之间的联系的作用；ＮＥ和 Ｅ均是肾上腺髓质分
泌的，对骨骼、血管平滑肌细胞以及心血管均有一定

作用，正常浓度的 Ｅ能够促进骨骼肌舒张，当浓度
过高时，则促使骨骼肌收缩，ＮＥ浓度过高则具有增
加外周阻力，促进血管收缩，导致组织缺血的作

用［１４］；ＡｎｇⅠ、ＡｎｇⅡ均为血管紧张素，均有刺激肾
上腺皮质分泌 ＡＬＤ的作用，同时，ＡｎｇⅡ有收缩血
管，提升血压的作用，但 ＡｎｇⅠ收缩血管作用较轻；

ＡＬＤ则是调节血容量的激素，能够调节细胞外液电
解质，在创伤性骨折术后，表达浓度升高［１５］。比较

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Ｃｏｒ、ＮＥ显著提升，Ｅ、ＡｎｇⅠ、
ＡｎｇⅡ、ＡＬＤ显著下降，提示鹿胍多肽联合利塞膦酸
钠治疗对缓解患者应激反应有重要意义。

通过比较２组治疗后的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２组均有
所升高，观察组升高更为明显，证实观察组在药物治

疗后生活能力明显改善。本研究尽管对创伤性胸腰

椎骨折术后促进骨折愈合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一定

探讨，并分析了２种方案对骨代谢指标、应激指标和
生活能力的改善作用，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

王炜等［１６］在创伤性胫腓骨骨折采取鹿胍多肽和健

脾生血中药联合治疗进行报道，证实鹿胍多肽具有

调节患者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作用，而本研究未对

此展开报道，因而，更为详细的研究需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鹿胍多肽注射液治疗创伤性胸腰椎骨折，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ＢＧＰ、ＣＴＸ、ＰＴＨ等多项骨代谢指
标水平，缓解Ｃｏｒ、ＮＥ、ＡＬＤ等应激反应，促进患者生
活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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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１７１８］。ＮＳＥ是肺癌常用的一种肿瘤标志物
检测指标，是神经源性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酶［１９］。

ＮＳＥ水平与小细胞肺癌病情和预后明显相关，且其
血清水平越高说明患者预后越差［２０］。本研究结果

表明，观察组治疗后 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和 ＮＳＥ水平低于
对照组，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可降低ＣＥＡ、ＣＡ１９９和
ＮＳＥ水平。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近期疗效明显，且可改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

物和细胞免疫功能，提高患者生命质量，降低不良反

应。但本研究相对还存在不足，纳入研究对象相对

较少，观察疗程较短，因此，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增加

纳入研究对象，延长观察疗效，进一步深入研究，提

供可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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