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Λ 滤膜过滤 进样 Λ ∀以塞克硝唑浓度 (Ψ)对样品峰面

积 (Ξ)做回归分析 ,得回归方程 : Ψ 1 Ξ 1 (ρ

1 塞克硝唑浓度在 1 ∗ Λ # 内呈良好的线

性关 ∀

31413  精密度试验  取 / 1 1 0项下浓度为 1 Λ

# 塞克硝唑对照品溶液 连续测定 次 计算峰面积的

≥⁄分别为 1 1 1 每天一次 连续测定

测得日间精密度分别为 1 1 1 ∀

31414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 1 塞克硝唑对照品

加入按处方比例配置的空白基质中 根据标准曲线的浓度范

围配制成高中低 种浓度的溶液 按 / 1 1 0项色谱条件进

样 根据回归方程进行计算 结果详见表 ∀

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ν

Ταβ 1  ∏ √ ν

加入量

Λ #

测得量

Λ #

回收率 平均回

收率

≥⁄

  塞克硝唑平均回收率为 1 ν ≥⁄ 1 ∀

本方法回收率较好 说明该含量测定方法可行 ∀

31415  重复性试验  按 / 1 1 0项下对照品溶液 Λ #

连续测定 次 其峰面积 ≥⁄值为 1 ∀

31416  样品含量测定  取塞克硝唑栓 枚 精密称定 加入

乙腈水浴加热使溶解 超声振荡 冷至室温后 过

滤 精密取续滤液 至 量瓶中 用流动相定容 进

样 Λ ∀以等量按处方比例配置的空白基质经上述方法处

理后的溶液为空白溶液 ∀另取塞克硝唑对照品储备液 用流

动相稀释成 1 1 Λ # 系列浓度的溶

液 同法测定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塞克硝唑含量 共测定本品

批 结果分别为标本量的 1 1 1 ∀

31417  稳定性试验  取 / 1 1 0项下对照品溶液 Λ #

室温下放置 测定 峰面积 ≥⁄为 1 ∀

4  讨论

我们在处方设计上选用了目前公认疗效较好 不良反应

较低半衰期较长的塞克硝唑 ∀从剂型看 未见塞克硝唑局部

用药的阴道栓剂的文献报道 ∀它一方面能减少用药次数 增

强患者用药依从性 另一方面还可以减少耐药性 减少不良

反应 ∀从而能有效 !快速的治疗细菌性 !滴虫性阴道炎 ∀

本制剂在栓剂基质中选用水溶性基质 对组织细胞具有

高度渗透性 使病变局部药物浓度较高 故能最大限度发挥

药效 更好的达到局部治疗的目的 将 °∞ 与 °∞

适当配比制成水溶性基质 并调整比例以得到软硬适中的栓

剂 经多次试验发现 °∞ 与 在大约 Β时最为合适 ∀

本方法质量控制结果符合中国药典对栓剂的要求 在含

量测定中栓剂不需提取分离 直接溶解过滤即可直接进样 ∀

在选择流动相系统时 文献报道有乙腈 2磷酸二氢钾 三乙

胺系统及甲醇 水系统等 ≈ 2 但实验发现乙腈 2磷酸二氢钾

作为流动相所得峰形好 且流动相成分简单 所以本实验选

择乙腈 2磷酸二氢钾作为流动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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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血栓通注射液对慢性肺心病高黏滞血症患者的疗效 ∀方法  患者分为血栓通注射液治疗组 例 和丹参

注射液对照组 例 比较治疗前 !后检测患者心电图 !心功能 !微循环 !血液流变学等指标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 !体

征和上述各项指标与治疗前相比 均有明显改善 Π 1 且血栓通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丹参对照组 Π 1 ∀结论  血

栓通注射液对慢性肺心病高黏滞血症有明显疗效 作用效果比丹参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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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υρατιϖε Εφφεχτσοφ ΞυεΣηυανΤονγ Ινϕεχτιον ον Χηρονιχ Χορ Πυλµ οναλε ωιτη Βλοοδ Ηψπερϖισχοσιτψ Σψνδρο

µ ε

• 2 ÷ ≥ ∏2 • 2 ≥ 2∏ ( 1∆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ρεσπιρατιον οφ ϑιαξινγ Σεχονδ Ηοσπιταλ,

ϑιαξινγ , Χηινα; 1ϑιαξινγ Χολλεγε, ϑιαξι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

√ ΜΕΤΗΟ∆ Σ ×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2

√ ∏ Π 1 ∏ √ ÷∏ ≥ ∏ × ∏

⁄ ∏ Π 1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2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 √

  高黏滞血症和微循环障碍是慢性肺心病的重要病理生

理改变 血栓通注射液是常用的活血祛淤中药 ∀本试验使用

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肺心病高黏滞血症 例 并与使用丹参

注射液治疗 例作比较 以观察血栓通治疗肺心病的疗效 ∀

1  对象和方法

111  对象

例慢性肺心病高黏滞血症均为本院住院患者 其中男

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平均 1 岁 随机分治

疗组 例与对照组 例 ∀

112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 • 制定的慢性肺心病诊断标准 ∀全

部病例均有心电图缺血性 ≥×2×段改变 不同程度的心功能

不全 高黏滞血症和微循环障碍 ∀

1 3  方法

1 3 1  用药方法  治疗组使用血栓通注射液 1 每

支冻干粉针含三七总皂苷 由广西梧州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 批号 加生理盐水 中静脉点滴 对

照组使用丹参注射液 正大青春宝有限公司生产 批

号 加入生理盐水 中静脉点滴 均每日 次

为一个疗程 共 疗程 ∀两组在治疗期间 均不使用任

何抗凝 !扩血管药物 ∀

1 3 2  观察指标  治疗前 !后两组患者均采用心电图 !心功

能 !血液流变学 !甲襞微循环进行检测 ∀其中心电图采用十

二导联检测 按 年第二届全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第

八届全国肺心病学术会议纪要的肺心病心电图诊断评定标

准进行评定 ≈ 心功能采用惠普公司生产的 ∞ √ √ 2 心

功能无创自动检测仪 观察指标主要有 心脏指数 ≤ !射血

分数 ∞ƒ !射血前期 #左室射血期 °∞°# ∂ ∞× !总外

周阻力 ×° !左心室功能批数 ± 2 !心脏收缩功能指数

血液流变学检测使用成都仪器厂生产的 ÷ ∞2 型锥

板式血液黏度计及红外线血浆黏度计 甲襞微循环检测使用

第一军医大学 ≠ 2 ≤ ≥临床微循环分析系统 ∀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 1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以 ξ

? σ表示 分别采用 τ检验和 ς检验判定均数差异显著性 ∀

2  结果

2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心电图疗效对比

两组治疗后心电图均有改善 治疗组心电图有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 Π 1 见表 ∀

表 1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心电图疗效对比

Ταβ 1  ≤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21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心功能疗效对比

治疗组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 心功能有明显改善 Π

1 见表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Π 1 见表 ∀

表 2  治疗组治疗前 !后心功能比较

Ταβ 2  ≤ ∏

∏

项目 本院正常参考值 治疗前 治疗后

≤ # # ? ? ?

∞ƒ ? ? ?

°∞° ∂∞× ? ? ?

×° ⁄ ≥ ? ? ?

±2 ≥ ? ? ?

8 ≥ ? ? ?

注 与治疗前比 Π 1

≤ ° 1

表 3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心功能比较

Ταβ 3  ≤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与对照组比 Π 1

≤ ∏ Π 1

213  治疗组与对照组血液流变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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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的全血黏度 血浆黏度 血小板黏附率 纤维血蛋白

原治疗前比较 两组无显著性差异 Π 1 治疗后与治疗

前比较两组均有改善 两组治疗后比较 治疗组改善血液流

变性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Π 1 见表 ∀

表 4  治疗组与对照组血液流变学变化

Ταβ 4  ≤ ∏

项  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低切黏度 ≥ ° # ? ? ? ?

全血高切黏度 ≥ ° # ? ? ? ?

血浆黏度 ? ? ? ?

血小板黏附率 ? ? ? ?

纤维蛋白原 # ? ? ? ?

注 与治疗前比 Π 与对照组比较 Π

≤ Π 1 ≤ ∏ Π 1

215  治疗组与对照组微循环变化

治疗前两组微循环能数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治疗后与

治疗前比较 各组均有改善 Π 1 两组治疗后比较 治

疗组改善微循环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Π 1 表 ∀

表 5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微循环变化

Ταβ 5  ≤ ∏ ∏

项  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管径 Λ  输入枝 ? ? ? ?

流速 #  输入枝 ? ? ? ?

袢顶直径 Λ ? ? ? ?

红细胞重度聚集

白色微小血栓

总积分 ? ? ? ?

注 与治疗前比 Π 1 与对照组比较 Π 1

≤ Π 1 ≤ ∏ Π 1

216  不良反应

治疗组自觉症状改善明显 全部病例临床均未见明显不

良反应 治疗前后血 !尿常规和肝 !肾功能均无异常改变 ∀

3  讨论

血栓通注射液是活血化淤中药 血栓通注射液是从三七

主根 传统用药部位 提炼的纯中药制剂 其主要成分是三七

总皂苷 具有抗凝 !抗血小板聚集 !降低血液黏度 !改善微循

环 降解纤维蛋白原 !抗细胞凋亡 !抗氧化 !抗自由基 !改善细

胞膜流动性 !抗心律失常 !降低心脏后负荷 减少心肌耗氧

量 扩血管 !增强血流量 ≈ 2 等作用 ∀血液高黏滞综合症 !微

循环障碍是肺心病心肌缺血 !心功能不全的重要病理生理基

础 ∀我们试用血栓通注射液治疗慢性肺心病高黏滞血症 通

过降低血液黏度 !降解纤维蛋白原 !抑制血小板聚集 有效的

改善了微循环 降低血管外周阻力 降低心脏总缺血符合 同

时改善缺血心肌的供氧 !供血 使心功能得以明显改善 ≈ 2 ∀

并且治疗中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与传统活血化淤中药丹

参注射药比较能更好的改善微循环和心功能 ∀因此 血栓通

注射液是一种有效治疗慢性肺心病心肌缺血 !心功能不全比

较理想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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