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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硝外敷对肝硬化腹水脂多糖及其结合蛋白的作用"

#

!邹碧泉!徐晓美!朱小区!吴春明!曹家麟!!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医院肝病科!温州

"#$%%%"

摘要!目的!观察芒硝外敷对肝硬化腹水患者脂多糖及其结合蛋白的影响" 方法!将肝硬化腹水患者 &#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

例#对照组 '%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芒硝外敷脐周腹部治疗#每日 # 次$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疗程为 ( 个月" 比

较两组临床疗效%脂多糖及脂多糖结合蛋白水平"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和 +,)$%*#两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两组治疗后脂多糖及脂多糖结合蛋白水平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芒硝外敷腹部可

降低肝硬化腹水患者血浆脂多糖及脂多糖结合蛋白水平#对肝硬化腹水有明显的疗效"

关键词!芒硝$外敷$肝硬化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我们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芒硝外敷治疗肝硬化

腹水#观察其疗效及可能作用机制$

(!临床资料

&# 例均为我院 #%%, 年 ( 月0#%%& 年 1 月住院

患者#其诊断符合 #%%% 年中华医学会修订的有关肝

硬化的诊断标准%(&

#腹水经/超或23确认#并排除

上消化道出血'近期感染'肝癌'严重肝性脑病'顽固

性腹水'其他重要器官衰竭及 ( 周内使用抗菌药物

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 例#其中

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0+, 岁#平均!'$)( 4

("5#"岁(病程 " 个月 0(# 年#平均!'+)( 4(&)""

月(26789:;<=6分级/级 (, 例#2级 #$ 例(乙肝肝硬

化 "% 例#丙型肝炎肝硬化 " 例#酒精性肝硬化 1 例$

对照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0+#

岁#平均!$#)( 4(1)#"岁(病程 + 月 0& 年#平均

!$&)+ 4(&)#"月(26789:;<=6 分级 /级 #( 例#2级

(1 例(乙肝肝硬化 #1 例#酒精性肝硬化 (% 例#血吸

虫性肝硬化 ( 例$ 两组资料在性别'年龄'病程'

26789:;<=6分级'原发病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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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计分为!&% 4(%"#对照组治疗结束后?@A计分为!+% 4

(%"#两组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 治疗组精神'

睡眠'食欲'体力较前改善#癌痛缓解明显#而对照组精神'睡

眠'食欲'体力较前下降#癌痛缓解不明显$ 对照组 # 例肺实

变患者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不良反应!治疗组应用艾迪注射液未见任何不良反

应$

$!讨论

本组研究表明#艾迪注射液能明显提高机体抗辐射能

力#治疗后免疫球蛋白及 3细胞亚群活性明显提高#而对照

组则有所明显下降(治疗组生存质量改善明显#?@A 计分明

显提高#而对照组则有所下降$ 治疗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放射性气管炎发生较对照组延后 ( 周#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两者比较有明显差异$ 治疗组白细胞下降发生率低于对

照组#两者比较有显著差异$ 分析其机理可能在于)艾迪注

射液是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药人参'黄芩'刺五加'斑蝥

中所含的抗肿瘤免疫诱导物提纯制成抗癌针剂#人参'黄芩'

刺五加在中医药中有扶正'理气安神的功效#斑蝥有攻毒蚀

疮'破血散结的功用$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人参提取物含有

皂苷'人参多糖#有提高机体适应性'增强机体免疫力'升高

白细胞的作用#中药黄芩和黄芩多糖#具有较强的解毒和增

强人体免疫力'升高白细胞作用#刺五加提取物中含有苷类

和刺五加多糖#有明显镇静'提高机体免疫力'升高白细胞的

作用#提高机体对诸如缺氧'辐射'应激疲劳'中毒等非特异

损害的适应能力#斑蛰含有斑蛰素#对多种实验动物转移性

肿瘤有明显抑制作用#能刺激骨髓使白细胞升高$

总之#艾迪注射液通过扶正固本'理气安神#提高机体免

疫力#升高白细胞#从而降低了放射性炎症发生率'保护白细

胞'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机体抗辐射能力#值得临床进一

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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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治疗方法!对照组予以常规限制钠'水摄入#

利尿及白蛋白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

疗基础上#加用芒硝外敷腹部#每次 ( 小时#每日 #

次#( 个月为一个疗程$ 芒硝外敷方法)取芒硝置于

'% EFG#$ EF的布袋中#量约 $%% =#布袋上口装拉

链#中间用缝线适当分隔#以脐为中心置于腹部#布

袋上放置吸水垫#盖好衣被#若布袋潮湿#即更换芒

硝及布袋$

#)#!观察指标!!("在治疗前'治疗 ( 周及治疗后

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 # F8置于无热原的肝素抗凝

管中#分离血浆#置于无热原安瓶中C,% H保存#统

一由专人行脂多糖!I@A"及脂多糖结合蛋白!I/@"

检测)血浆脂多糖测定采用基质显色法鲎试验进行

定量检测#脂多糖结合蛋白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

疫吸附测定!JIKAL"法进行检测$ !#"分别于治疗

前'后每周检测肝肾功能'电解质'血常规'尿常规及

大便常规$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 A@AA(")% MNOP7Q9NR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4#表示#采用$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疗效观察

")(!疗效标准%#&

!显效)自觉症状消失# 肝脾体征

稳定不变或有改善#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腹水消

退(有效)自觉症状基本消失#肝脾体征稳定不变或

有改善#肝功能较原值改善 $%*以上#腹水基本消

退(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者$

")#!治疗结果!见表 ('#$

表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T'#" (1!'$)#'" (&!'#)&+" $!(()1%"

",!&&)(%"

"

对照组!% T'%" 1!##)$%"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T$)%,##

"

!-%)%$$

表 #!两组治疗前后I@A和I/@比较&

%

"4#'

组别 时间
I@AUJV*F8

C(

I/@U

"

=*F8

C(

治疗组!% T'#"

治疗前 %)+# 4%)#& 1),( 4$)&#

治疗 ( 周 %)'& 4%)(" 1)%& 4$)&"

治疗后 %)#1 4%)(#

" +)(# 4')+,

"

对照组!% T'%"

治疗前 %)$1 4%)"( 1)'& 4+)(%

治疗 ( 周 %)'# 4%)#$ &)1+ 4+)%1

治疗后 %)'" 4%)#$ &)1# 4+)('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两组服药过程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两组大

便常规'尿常规'肾功能及电解质检查均未见明显异

常$

'!讨论

内毒素存在于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外膜#以脂

多糖!I@A"为主要成分#肝硬化腹水患者肠道菌群

紊乱'细菌易位发生率高#加之肝脏枯否氏细胞功能

减弱'门体分流'肠蠕动减弱等原因#导致肠道异常

增多的内毒素跨肠壁进入血循环$ 脂多糖结合蛋白

!I/@"是介导I@A活化单核U巨噬细胞的关键因子#

它能与I@A结合形成复合物#将 I@A 转运到靶细胞

上而明显提高多种细胞对 I@A 刺激的敏感性$ 长

期的内毒素刺激能诱导肝脏 I/@的合成#其水平高

低反映了一种与内毒素暴露相关的持续的慢性炎症

应答%"&

$ 因此I@A 及 I/@的水平可反映内毒素及

其在一定时间内的持续水平#并影响患者的预后$

肝硬化腹水患者的内毒素血症#中医的病机多

认为是热毒瘀滞于肠腑#其治疗首先应该通腑泻

热%'&

$ 芒硝是临床最常用的泻下剂之一#性味咸

寒#具有泻下'攻积'清热之功$ 研究表明#芒硝外敷

腹部可加强腹腔对腹水的吸收#并可促进肠蠕动#增

加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等$ 脐部腹膜血管

丰富#易于芒硝的渗透而发挥作用$ 肝硬化腹水患

者多属本虚标实之症#不堪峻猛泻下之剂攻伐#采用

用芒硝外敷脐部可缓慢吸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采用芒硝外敷#需注意药物与皮肤接触的问题#

应注意皮肤的洁净#可先用温水擦洗(操作中要注意

药物的厚薄均匀#芒硝外敷平均厚度 ( EF左右(药

物外溢时应及时更换衣被(保持室内温度#控制在

#' 0#+ H(同时注意敷药部位皮肤变化(芒硝宜密

封冷藏#以防失效(敷药期间加强饮食护理及患者心

理调节也非常重要$

本观察结果表明#采用芒硝外敷腹部对肝硬化

腹水患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为促

进肠道蠕动#减轻血内毒素水平#从而改善肝脏功

能$ 但在应用初期#疗效并不明显#提示需较长时间

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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