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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灯盏细辛注射液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内皮功能的影响,探讨灯盏细辛注射

液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可能的机制。方法 65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

对照组 32 例, 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 33 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

血清一氧化氮( NO)和血浆内皮素( ET )水平。结果 治疗组血清一氧化氮水平明显提高 ,血浆内皮素

水平明显降低。结论 灯盏细辛注射液能明显改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内皮功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可能是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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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破裂诱发不全性阻塞性血栓形成是不稳定型心绞痛

的主要发病机制之一。灯盏细辛注射液有效成分是灯盏已

素,能抑制血小板和红细胞聚集,扩张血管, 改善心肌供血和

心功能[1]。本研究通过检测 65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清

一氧化氮和血浆内皮素水平,旨在为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不

稳定型心绞痛提供进一步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按照 2000 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中

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的不稳定型心绞痛诊断和治疗建

议[2] ,选取我院 2007~ 2009 年住院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65 例,全部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 且没有行介入治疗。按入

院时间先后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 其中对照组 32 例, 治

疗组 33 例, 两组对象在性别、年龄、病程、肌钙蛋白以及心功

能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2 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 包括抗血小板聚集、抗凝、

受体阻滞剂、调脂药以及控制血压、血糖等, 治疗组在常规

组的基础上给予灯盏细辛静脉滴注 14天。

1. 3 观察指标 硝酸还原酶法测定血清一氧化氮 ( NO )和

ELISA 法测定血浆内皮素( ET )水平, 检测过程均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

1. 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1. 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 ( x ! s) 表示, 采用 t检验。

2 结果

2. 1 血清 NO、血浆 ET 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 NO、血浆

ET 水平无显著差异, 治疗前后两组血清 NO、血浆 ET 相比

较,均有显著改善 ( P < 0. 01)。而治疗后治疗组较对照组血

清 NO显著增高 ( P < 0. 01) , 而血浆 ET 显著降低, ( P < 0.

01) , 见表 1。

3 讨论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冠心病重要病理基础。不稳定心绞

痛与冠脉内斑块破裂和血栓形成有关。近年来随着对血管内

皮细胞生物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发现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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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常见血管内皮功能异常, 导致冠状动脉血流异常。因

而认为, 多种危险因素导致的内皮损伤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

的起始阶段, 内皮细胞损伤所致的内皮功能障碍是冠心病形

成的早期表现。有现代研究证实 ,早期冠心病患者中, 血清一

氧化氮降低, 而血浆内皮素水平增高[ 3]。

灯盏细辛注射液从 70 年代起广泛应用于临床, 经过多年

的应用和临床研究, 独特的疗效已得到认可[ 4]。现代药理学

及临床实验均证实: 灯盏细辛具有扩张血管、抗凝、降低血小

板聚集、清除氧自由基等作用,提高心肌 SOD 水平,抑制血管

内凝血, 减轻炎症反应, 因而能有效地改善心肌供血和心功

能[ 5- 6]。我们采用本研究, 通过检测 65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

者血清一氧化氮和血浆内皮素水平, 发现灯盏细辛注射液通

过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和释放 NO 及 ET , 明显改善不稳定

型心绞痛患者内皮功能, 从而具有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

提示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和释放 NO 及 ET 可能是灯盏细

辛注射液抗心绞痛作用机制之一。

表 1 两组血清 NO、血浆 ET的比较 ( x ! s)

组别 例数 NO( umol/ l ) E T( pg/ ml )

治疗组 治疗前 32 33. 85 ! 6. 86 128. 64 ! 47. 06

治疗后 79. 66 ! 10. 52 67. 82 ! 18. 74

对照组 治疗前 33 33. 56 ! 6. 52 129. 42 ! 46. 37

治疗后 58. 96 ! 2. 19 92. 49 ! 16.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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