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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丙二醛（ＭＤＡ）、溶血磷脂
酸（ＬＰＡ）和内皮素的作用分析。方法：回顾性抽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脑血栓患
者１２７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分为丹参组（ｎ＝６６）和肝素组（ｎ＝６１），丹参组患者接受丹参川芎嗪注射液
联合常规西药治疗；肝素组患者由单纯接受常规西药治疗。经过１４ｄ的临床治疗，组间比较各项指标优势。结果：１）血
清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检测：丹参组患者治疗后ＳＯＤ（６９３±１２５）ｎｍｏｌ／ｍＬ、ＭＤＡ（３７９±０８１）ｎＵ／ｍＬ、ＬＰＡ（４１０±
０２３）μｍｏｌ／Ｌ和ＥＴ（８５３１±６３５）ｎｇ／Ｌ；肝素组患者治疗后 ＳＯＤ（５１４±０８９）ｎｍｏｌ／ｍＬ、ＭＤＡ（６０８±１１３）ｎＵ／ｍＬ、ＬＰＡ
（７８２±１７３）μｍｏｌ／Ｌ和 ＥＴ（１２２８６±１０５４）ｎｇ／Ｌ。２）血流变化指标检测：治疗 １４ｄ后，检测丹参组全血高切黏度
（５２６±０７４）ｍＰａ·ｓ、全血低切黏度（１８２４±１０９）ｍＰａ·ｓ、血浆比黏度（１４５±０２６）ｍＰａ·ｓ、以及纤维蛋白含量
（３３５±０３２）ｍＰａ·ｓ；相同时间检测肝素组全血高切黏度（５８５±０９１）ｍＰａ·ｓ、全血低切黏度（２１６６±１２７）ｍＰａ·ｓ、血
浆比黏度（１８２±０２８）ｍＰａ·ｓ、以及纤维蛋白含量（６０５±０９２）ｍＰａ·ｓ。３）统计组间中医证候变化：治疗前丹参组总积
分（１２１０±０４６）分与肝素组总积分（１２４０±０３９）分，治疗后参组总积分（３９３±０２７）分与肝素组总积分（６７４±０３３）
分。４）神经功能缺损治疗效果检测：６６例丹参组患者中有２２例评分改善＞９０％，１７例９０％≥评分改善 ＞４５％，和１９例
４５％≥评分改善＞１７％，共计 ５８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８７８８％。６１例肝素组患者中有 １０例评分改善
＞９０％，１２例９０％≥评分改善 ＞４５％，和 ２０例 ４５％≥评分改善 ＞１７％，共计 ４２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总有效率为
６８８５％。结论：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与常规西药联合服用，促进ＳＯＤ含量增长的同时对
ＭＤＡ、ＬＰＡ和ＥＴ含量有明显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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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栓是近几年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之一，尤其
是在五六十岁的老年人群中最为常见［１］。例如记性

差，思考能力降低，行动不灵活等，都属于老年患者

脑部相关功能开始退化的征兆。若是没有及时引起

重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

老年痴呆等，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可能整个家庭都因

此发生巨大变动。诸多调查表明，血液成分变化的

主要影响条件包括降压过度（例如不经医生允许私

自调高降压药的剂量），劳累过度生活不规律，长年

抽烟酗酒，情绪不稳定（暴怒或者焦虑）等。脑血栓

主要病因［２３］是来自血管病变，引起血液成分变化，

像是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血管内栓子脱落等，导致血

液黏稠度上升，形成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无法排

出大脑，血细胞很可能破裂并将血液泄漏到脑组织

中，形成脑出血或者是其他并发症［４６］。本次我院以

期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式为初衷，研究丹参川芎嗪

注射液治疗脑血栓的临床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抽取 ２０１６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７
年６月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脑血栓患者
１２７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分成丹
参组（ｎ＝６６）和肝素组（ｎ＝６１）。组间患者一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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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发病时符合肢体运动不

灵，说话含混不清或者失去基本语言能力，面瘫等现

象；２）影像检查患者脑部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动脉粥
样硬化形成；３）生化检查是否有其他疾病。
１２２　中医症候诊断标准　１）主症：偏瘫、神识昏
蒙、言语赛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口舌歪斜；２）次
症：头痛、眩晕、瞳神变化、饮水发呛、目偏不瞬、共济

失调；３）急性起病，发病前多有诱因，常有先兆症状；
４）好发年龄多在４０岁以上。具有主症２个以上或１
个主症和２个次症，结合起病、诱因、先兆、年龄等方
面的特点即可确定诊断：不具备上述条件，结合影像

学亦可诊断。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患者符合上述脑血栓诊断标准；
２）本次研究均在患者及患者家属支持的前提下进
行；３）患者已经成年，因为未成年药物剂量需要针对
性调整，包括治疗方式；４）未接受过其他影响本次研
究结果的药物或者物理治疗；５）未发现关联并发症。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对肝素钠有过敏反应；２）因西药
有可能引起皮疹或者荨麻疹，因此不适用于皮肤极

为敏感，或者有长期皮肤病患者；３）妊娠期或者哺乳
期患者；４）有脑部家族遗传病史；５）有影响药物吸收
类血管疾病；６）脑出血患者。
１５　治疗方法
１５１　肝素组　治疗期间，患者接受规格为０２ｍＬ：
２０５０ＡＸａＩＵ的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深圳赛保尔生物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０１９０），腹壁皮下注
射，给药２次／ｄ，共计４０ＡＸａＩＵ／ｋｇ，持续１４ｄ。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年龄

（珋ｘ±ｓ，岁）
性别（例）

男 女

神经缺损程度［例（％）］
轻型 中型 重型

单侧基底节梗死

［例（％）］
额叶梗死

［例（％）］
颞叶梗死

［例（％）］
枕叶梗死

［例（％）］
丹参组（ｎ＝６６）５６２３±６３９ ４１ ２５ １４（２１２１） ３９（５９０９） １３（１９７０） ２４（３６３６） １８（２７２７） １０（１５１５） ６（６１２）
肝素组（ｎ＝６１）５５９１±８４４ ４０ ２１ １０（１６３９） ４０（６５５７） １１（１８０４） ２２（３６０７） ２０（３２７９） １１（１８０３） ８（１３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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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丹参组　与肝素组患者接受同公司、同批
号、同规格的低分子肝素钙注射液，使用方法如上所

述。并在此基础上，额外给予丹参组患者丹参川芎

嗪注射液（吉林四长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２０２６４４８），５ｍＬ／次，１次／ｄ，在稀释液中加入
５ｍＬ，然后通过静脉点注注射，持续１４ｄ。
１６　观察指标
１６１　血清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检测　采集
患者治疗期间不同时间点的血清样本用于重复测

量；脉冲辐射分解法检测 ＳＯＤ含量，硫代巴比妥酸
法检测ＭＤＡ含量，碱性磷酸酶染色试剂盒法检测
ＬＰＡ含量，和传统ＲＩＡ法检测内皮素含量。
１６２　血流变化指标检测　检测患者在不同的治
疗方案下，纤维蛋白含量，血浆比黏度，全血高切黏

度，以及全血低切黏度变化。

１６３　统计组间中医证候变化　以《金匮要略》
《血脂异常与心肌梗死和脑血栓防治知识宣传要

点》为参考，以０～４分量化脑血栓中医证候，分数
越高代表患者该证候越严重。观察维度包括肝阳上

亢、痰瘀阻络、气虚血瘀。

１６４　神经功能缺损治疗效果检测　依据最新脑
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对治疗前

后丹参组与肝素组患者进行测评，记录患者评分改

善程度，其中治疗无效包括１７％≥评分改善≥０和
评分改善＜０，计算总有效率。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ＣＨＩＳＳ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检测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患者的

临床疗效及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的作用分析。
其中组间计量资料（珋ｘ±ｓ）比较用 ｔ检验，组间计数
资料例（％）比较 χ２检验，方差分析用于治疗后 ３
个时间点数据重复测量，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血清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检测　经过１４
ｄ的治疗，所有参与本次研究的脑血栓患者 ＳＯＤ含
量明显提高，且 ＭＤＡ、ＬＰＡ和 ＥＴ含量明显减轻，组
间比较变化幅度，丹参组优势明显（Ｐ＜００５）。见
表２。
２２　血流变化指标检测　治疗前各项指标均无明
显差异的丹参组和肝素组，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检

测３ｄ，７ｄ和１４ｄ后的血流变化均得到改善。其中
丹参组患者的纤维蛋白含量，血浆比黏度，全血高切

黏度，以及全血低切黏度，均明显优于肝素组患者

（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血清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检测（珋ｘ±ｓ）

组别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ｎｍｏｌ／ｍＬ） 丙二醛ＭＤＡ（ｎＵ／ｍＬ） 亮氨酸氨基肽酶ＬＰＡ（μｍｏｌ／Ｌ） 皮内素ＥＴ（ｎｇ／Ｌ）

丹参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４０７±０６４ １００９±１８８ ９５７±３４９ １４６７９±１３８１
　治疗３ｄ ４８５±３２５ ８１４±１５９ ８１５±２８６△ １２７１５±１０２１
　治疗７ｄ ５８８±２８８△ ６３５±１２５△ ６８４±１７０△ １０６４２±８１７△

　治疗１４ｄ ６９３±１２５△ ３７９±０８１△ ４１０±０２３△ ８５３１±６３５△

肝素组（ｎ＝６１）
　治疗前 ３９３±１０８ ９８６±２２０ １０１８±３７７ １４０３８±１１２５
　治疗３ｄ ４２５±３２５ ９０４±１７２ ９６５±３８６ １３５１５±１０２１
　治疗７ｄ ４６７±０２０ ８４２±１３１ ９１３±２３５ １２８１０±１０２３
　治疗１４ｄ ５１４±０８９ ６０８±１１３ ７８２±１７３ １２２８６±１０５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丹参组与肝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血流变化指标检测（珋ｘ±ｓ，ｍＰａ·ｓ）

组别 全血高切黏度 全血低切黏度 血浆比黏度 纤维蛋白含量

丹参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８０７±１４６ ２５０９±３８８ ２０５±０４３ ７３１±０８５
　治疗３ｄ ６４８±１２９ ２３１４±３５９ １８５±０３９△ ６１５±０９１

　治疗７ｄ ５９４±０９１△ ２１３５±２２５△ １６４±０３３△ ５２４±０５７△

　治疗１４ｄ ５２６±０７４△ １８２４±１０９△ １４５±０２６△ ３３５±０３２△

肝素组（ｎ＝６１）
　治疗前 ７９３±２０８ ２２８６±４２０ ２２８±０２７ ７３８±０６２
　治疗３ｄ ７３７±１０４ ２２４４±３７２ ２１５±０１６ ７０５±０６７
　治疗７ｄ ６６８±０９５ ２２１９±３３１ １９３±０２５ ６６０±０７５
　治疗１４ｄ ５８５±０９１ ２１６６±１２７ １８２±０２８ ６０５±０９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肝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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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统计组间中医证候变化（珋ｘ±ｓ，分）

组别 肝阳上亢 痰瘀阻络 气虚血瘀 脉细弦或细弦数 总积分

丹参组（ｎ＝６６）
　治疗前 ２８１±０５２ ３１７±０４８ ３３７±０３５ ２７５±０３０ １２１０±０４６
　治疗后 ０８９±０３４△ ０７９±０２８△ １０８±０２６△ １１７±０２５△ ３９３±０２７△

肝素组（ｎ＝６１）
　治疗前 ３１０±０４８ ３２２±０５２ ３４０±０２９ ２６８±０４８ １２４０±０３９
　治疗后 １７５±０４２ １４９±０３５ １６８±０３１ １８２±０３４ ６７４±０３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肝素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神经功能缺损治疗效果检测［例（％）］

组别 评分改善＞９０％ ９０％≥评分改善＞４５％ ４５％≥评分改善＞１７％ １７％≥评分改善≥０ 评分改善＜０ 总有效率

丹参组（ｎ＝６６） ２２（３３３３） １７（２５７６） １９（２８７９） ５（７５７） ３（４５５） ５８（８７８８）
肝素组（ｎ＝６１） １０（１６３９） １２（１９６７） ２０（３２７９） １１（１８０３） ８（１３１２） ４２（６８８５）

χ２值 ４３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２３　统计组间中医证候变化　丹参组患者治疗后
各项中医证候与积分总和（３９３±０２７）分均明显
优于治疗前（１２１０±０４６）分，以及治疗后的肝素
组（６７４±０３３）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４。
２４　神经功能缺损治疗效果检测　疗程结束后，检
测丹参组６６例脑血栓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情
况，发现共８例患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恶化；检测肝
素组６１例脑血栓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情况，发
现共１９例患者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恶化，组间比较总
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３　讨论

脑血栓在中医学上被归类为四大疑难杂症之中

风［７９］的范畴内，起源于《黄帝内经》，曰：“有风入腠

理，开则洒然寒……为寒中泣出，此言人弱汗多，热

气外泄，而为虚寒也。有风气与太阳俱入……此言

恶疠之风，伤人卫气，闭塞血脉而为麻风癞风也”。

认为风为阳邪，进入身体后变成寒气，善动而数变，

厥阴肝脏，阻滞血液的流通，最终形成脑血栓。后来

《金匮要略》对此症状有了更详细的描述，可总结归

类为来势急、易化热、易逆而上亢、易克脾土和易旁

走、易横逆。中医学总结脑血栓的病理关键在于瘀

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以致肾虚及气血阴虚。现代

医学中分析脑血栓的主要发病机制是因为血黏度上

升，凝血块堵塞脑部血管造成。研究表明，自由基参

与消灭和预防对机体有害的病原体，但是大量的自

由基会抑制 ＮＯ舒张血管的功能。ＭＤＡ是由自由
基产生大量的脂质过氧化物之一，与自由基含量呈

正增长关系；ＳＯＤ可以阻断自由基的毒性作用，保
护ＮＯ功能；再加上主要作用于收缩血管的 ＬＰＡ和

ＥＴ，成为临床上较为常用的检测脑血管疾病患者的
重要指标［１０１２］。本次研究，我院以单纯接受常规西

药治疗的肝素组为参考样本，临床观察丹参川芎嗪

注射液结合常规西药治疗的丹参组患者相关指标

变化。

低分子肝素由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凝作用的

普通肝素解聚而成［１３］。该药物具有很高的抗凝血

因子Ｘａ（９７ＩＵ／ｍＬ）活性，可以扩充血容量、稀释血
液、降低血液黏稠度、防止血小板聚集［１４］。低分子

量肝素中抗凝血因子 ＩＩａ或抗凝血酶活性（３０ＩＵ／
ｍＬ）较弱，与普通肝素比较抗血栓作用强，对血小板
功能影响小，出血危险相对较低。其中 Ｘａ与 ＩＩａ活
性比是３∶２。针对不同适应证可以由医生调整服用
剂量，大量动物实验表明，低分子肝素不延长出血时

间，且在预防剂量内，不显著改变活化部分凝血活酶

时间［１５］。本次研究中，检测肝素组治疗前后血清

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发现患者服用３ｄ时所
有指标均没有明显变化，第７天时 ＭＤＡ与 ＬＰＡ含
量与治疗前比较开始有明显变化，直到１４ｄ疗程结
束，患者ＳＯＤ含量明显提高，且 ＭＤＡ、ＬＰＡ和 ＥＴ含
量明显减轻，可见该药物对脑血栓患者舒张血管及

控制自由基均有助益。检测该组患者治疗期间的血

流变化指标，发现低分子肝素对纤维蛋白含量的作

用相对较弱，但是从治疗７ｄ开始患者血液黏稠度
明显降低。依据最新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标准，检测肝素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评分改

善情况，排除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恶化的患者，最后计

算低分子肝素治疗神经功能缺损总有效率为

６８８５％。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属于中西结合的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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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即心、脾、肝、肾血分之药，中医药理主要表现为

活血祛瘀和养血安神，专治由血瘀引起的头、腹、胸

部疼痛，疮疡中毒，以及跌打瘀肿等［１６１８］。川芎嗪

是取川芎经过化学物质生产得到的结晶，源自《本

草新编》，川芎善行血中之风，祛血中之风，上达巅

顶，下行血海，走而不守，并能散少阳之风，内行肝

胆，外散风邪，辛香走窜，为治上要药。因此，由丹参

及盐酸川芎嗪为主，甘油及注射用水为辅制成的丹

参川芎嗪注射液的药理机制［１９］包括抗血小板聚集，

扩张冠状动脉，降低血液黏度，加速红细胞的流速，

改善微循环等作用。本次研究中，检测丹参组患者

治疗前后血清ＳＯＤ、ＭＤＡ、ＬＰＡ和内皮素，发现变化
幅度明显高于肝素组。检测该组患者治疗期间的血

流变化指标，发现与肝素组不同，从治疗３ｄ起丹参
组患者的各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且从７ｄ开始组
间比较血液黏度与纤维蛋白含量具有明显优势。由

此可证明，丹参川芎嗪注射液对脑血栓患者的血液

黏度、舒张血管均有明显助益。以《金匮要略》《血

脂异常与心肌梗死和脑血栓防治知识宣传要点》为

参考，量化中医证候积分，丹参组患者从总分

（１２１０±０４６）分缓解至（３９３±０２７）分，与治疗
后的肝肾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见其药

物在中医判定疗效方面的作用。疗程结束后，排除

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恶化的患者，最后计算丹参川芎

嗪注射液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神经功能缺损总有效

率为８７８８％，显著高于单纯使用低分子肝素的总
有效率。

经过本次临床研究结果及相关分析，有力证明

了丹参川芎嗪注射液治疗脑血栓患者的临床疗效，

扩张冠状动脉，消除凝血块堵塞，恢复脑血管的血液

循环功能。与西药联合服用，具有明显的临床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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