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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是一种常见的由不同
原因引起的慢性、进行性、弥漫性肝病［１］。 全球 ６０亿
人口中约有 ２０亿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其中将有 ２５％
～ ４０％最终死于肝硬化或肝细胞癌［２］。 在我国病毒性
肝炎性肝硬化约占 ６０％ ～ ８０％［３］。虽然国内外专家对
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治疗仍是难题，且目前没
有特效药。 前列腺素 Ｅ１（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Ｅ１，ＰＧＥ１）是一
种小分子多肽，有强烈的血管扩张作用，可以改善微
循环，减轻酸中毒。 动物实验证明 ＰＧＥ１可明显延长

无肝期及肝移植后性肝无功能的发生率， 转氨酶明
显降低［４］。 ２００８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１年 ６月我们收集符合
诊断标准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 ７８例，分治疗组 ４６
例，对照组 ３２ 例，均行保肝治疗，治疗组加用 ＰＧＥ１

治疗，效果满意，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 ［２］的乙型肝炎

肝硬化患者 ７８ 例，分对照组 ３２ 例，治疗组 ４６ 例。
对照组 ：男 ２３ 例 ，女 ９ 例 ；年龄 ３６ ～ ５７ 岁 ，平均
（４８．２ ± ６．２）岁；病程 ２ ～ ９ 年，平均（４．９ ± ２．１）年；
Ｃｈｉｌｄ鄄Ｐｕｇｈ 分级 ［２］：Ａ 级 ９ 例，Ｂ 级 １７ 例，Ｃ 级 ６例。
治疗组：男 ３２ 例，女 １４ 例；年龄 ３８ ～ ５６ 岁，平均
（４７．６ ± ５．５）岁；病程 ２ ～ ８ 年，平均（４．９ ± １．８）年；
Ｃｈｉｌｄ鄄Ｐｕｇｈ 分级 ：Ａ 级 １６ 例 ，Ｂ 级 ２１ 例 ，Ｃ 级 ９
例。 两组性别、年龄、病程、临床分级间比较差异均
无显著性（Ｐ ＜ ０．０５）。 排除其他源性肝硬化、血液
病、肝代谢性疾病、其他原因腹水、肝肾综合征等。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常规住院综合治疗，采用：

（１）复方丹参 ３０ ｍＬ＋５％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ＧＮＳ）
２５０ ｍＬ；（２）阿拓莫兰 ０．２ ｇ＋５％ ＧＮＳ ２５０ ｍＬ；（３）门
冬氨酸钾镁 ３０ ｍＬ＋５％ ＧＮＳ ２５０ ｍＬ，静注，１ 次 ／ ｄ；
治疗组加用 ＰＧＥ１ １００ μｇ＋１０％ 葡萄糖注射液 ２５０
ｍＬ，静注，１ 次 ／ ｄ；疗程均为 ２ 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常规护理监测体重、体温、脉搏、
血压、尿量、腹水；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白蛋白（Ａｌｂ）、肝肾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ＡＬＴ）、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凝血酶原活
动度（ＰＴＡ），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酶（ＨＡ） 、层
粘连蛋白（ＬＮ）、Ⅳ型胶原（Ⅳ鄄Ｃ）、Ⅲ型前胶原（ＰＣ
Ⅲ），电解质、上腹部超声检查等，１ 次 ／周。
１．４ 疗效评定 显效：腹水消失，肝肾功能好转，
Ａｌｂ 升高，饮食增加；有效：腹水减少，临床症状有
改善，肝肾功能稍有好转；无效：腹水未减少，临床
症状无改善，肝肾功能无好转。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５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用 ｘ ± ｓ 表
示， 用 ｔ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显
著性。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 ＴＢＩＬ、Ａｌｂ、肝功能及 ＰＴＡ 变化
比较 见表 １。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见表 ２。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３。
２．４ 两组副作用比较 两组治疗过程中均无明显

副作用发生。
３ 讨论

ＰＧＥ１是一种由肾脏产生的具有广泛扩血管作

用的活性物质 ［６］，ＰＧＥ１ 作为一种机体内源性血管

活性物质，具有强大的扩张外周血管、抗血小板活

前列腺素 Ｅ１治疗肝硬化的疗效观察

李刚 陈金春 付荣权 孙庆丰 马志全 陈海斌

摘要 目的：研究前列腺素 Ｅ１治疗肝硬化的疗效。 方法：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 ７８
例，分对照组 ３２ 例，治疗组 ４６ 例。 对照组用复方丹参 ３０ ｍＬ＋阿拓莫兰 ０．２ ｇ＋门冬氨酸钾镁 ３０ ｍＬ 分别加入
５％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２５０ ｍＬ， 静注， 每天 １ 次； 治疗组加用前列腺素 Ｅ１ １００ μｇ＋１０％葡萄糖注射液 ２５０
ｍＬ，静注，每天 １ 次；疗程均为 ２ 个月。 观察两组血清总胆红素（ＴＢＩＬ）、白蛋白（Ａｌｂ）、肝功能（ＡＬＴ、ＡＳＴ）、凝
血酶原活动度（ＰＴＡ）、肝纤维化指标（ＨＡ 、ＬＮ、ＩＶ、ＩＶ鄄Ｃ、ＰＣ Ⅲ）及临床有效率，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两组
有效率分别为 ２８．１３％和 ６９．５７％，两者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Ｐ ＜ ０．０５）；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的 ＴＢＩＬ、ＡＩｂ、
ＡＬＴ、ＡＳＴ、ＰＴＡ 值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Ｐ ＜ ０．０５）。结论：前列腺素 Ｅ１治疗乙型肝炎性肝硬化可明显改善患者

肝功能、肝纤维化指标，疗效显著。
关键词 肝硬化； 前列腺素 Ｅ１； 肝功能； 肝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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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聚集、降低血液黏度、提高红细胞变形能力 、保
护内皮细胞、改善微循环等综合作用 ［７］。 ＰＧＥ１ 可

以稳定细胞膜并可抑制多种炎症因子如氧自由基、
肿瘤坏死因子－琢（ＴＮＦ鄄琢）和白细胞介素 １ 的分泌
和释放，对许多种组织和细胞起保护作用，也可以
通过激活细胞内腺苷酸环化酶，使血小板和血管平
滑肌内的环磷酸腺苷水平成倍地增加，致使产生惰
性血小板及血管扩张来改善微循环 ［８－９ ］。 研究发
现ＰＧＥ１ 治疗肝硬化效果显著（Ｐ ＜ ０．０５），可明显改
善患者肝功能指标 （ＴＢＩＬ、Ａｌｂ、ＡＬＴ、ＡＳＴ）和 ＰＴＡ
（Ｐ ＜ ０．０５）。其机制可能为：（１）抑制血小板的黏附
和聚集， 抑制颗粒内容物的释放和抑制促血凝素
的形成 ［１０］；（２）抑制中性粒细胞活性，抑制氧自由
基和溶酶体酶的释放， 以减少细胞因子的释放，从
而减轻组织损伤程度 ［１１］；（３）通过下调促炎因子 ／抗
炎因子间的平衡， 减少 ＴＮＦ鄄琢、ＩＬ鄄６、ＩＬ鄄８ 等促炎性
细胞因子的释放；（４）保护被损伤的细胞膜，避免不
可逆的损害 ［１２］；（５）ＰＧＥ１ 对体外循环引起的“全身
炎症性反应综合征”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 ［１３］，从而
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

肝细胞的损伤引起肝枯否细胞的激活，分泌多
种细胞因子，随同血小板、肝窦内皮细胞和肝细胞
分泌的多种细胞因子以及一些化学介质共同作用

于肝星状细胞，使其激活、转化成肌成纤维细胞，通
过旁分泌和自分泌作用，使肝星状细胞增殖，合成
大量的细胞外间质（ＥＣＭ），ＥＣＭ 分泌增加，降解减

少，因而在肝内大量沉积，肝纤维化逐渐形成。 ＬＮ：
为基底膜中特有的非胶原性结构蛋白，与肝纤维化
活动程度及门静脉压力呈正相关。 ＰＣⅢ与肝及门
静脉周围炎症活动和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它可
反映肝纤维合成状况。 龚环宇等 ［１４］应用 ＰＧＥ１ 治疗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显示 ＨＡ、ＰＣⅢ均明显下降，提
示 ＰＧＥ１可能有一定的抗肝纤维化作用。 本课题研
究发现 ＰＧＥ１治疗肝硬化可明显改善患者肝纤维化

指标 ＨＡ、ＬＮ、Ⅳ鄄Ｃ、ＰＣⅢ（Ｐ ＜ ０．０５）。 ＰＧＥ１ 是由环

氧化酶作用而形成的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基础和
临床研究证明具有调节免疫功能、 抑制炎症反应、
保护肝细胞和降低门脉压等作用，有保护肝细胞膜
和细胞器促进白蛋白合成， 防止胆红素升高及利
胆，抑制和清除免疫复合物的作用，同时能扩张肝
肾血管、改善肝功能、改善肝纤维化进程。随着人们
对 ＰＧＥ１了解的不断深入， 对其在人体组织的保护
作用将引起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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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表 １ 两组治疗前后 ＴＢＩＬ、肝功能及 ＰＴＡ 变化比较 ｘ ± ｓ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３２
４６

治疗前

７５．１ ± １１．２
７６．５ ± １４．３

治疗后

５４．５ ± ８．７▲

３８．１ ± １０．９▲鄢

治疗前

２８．５ ± ５．５
２８．３ ± ２．８

治疗后

３１．６ ± １．８▲

３６．４ ± ２．３▲鄢

治疗前

２５６ ± ５４
２６２ ± ５６

治疗后

９４ ± １０▲

５６ ± ７▲鄢

治疗前

２９１ ± ７３
２８２ ± ６８

治疗后

９３ ± ８▲

４７ ± ５▲鄢

治疗前

４７．５ ± ７．２
４６．８ ± ７．７

治疗后

５９．３ ± ５．８▲

７８．１ ± ６．７▲鄢

ＰＴＡ （％）ＡＳＴ （Ｕ ／ Ｌ）ＡＬＴ （Ｕ ／ Ｌ）Ａｌｂ （ｇ ／ Ｌ）ＴＢＩＬ（μｍｏｌ ／ Ｌ）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鄢Ｐ ＜ ０．０５

表 ２ 两组治疗前后肝纤维化指标比较 ｘ ± ｓ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３２
４６

治疗前

６３８ ± ２６４
６４２ ± ２６７

治疗后

５４７ ± １１９▲

２３４ ± ９８▲鄢

治疗前

２１６ ± ５４
２１７ ± ５２

治疗后

１７２ ± ３３▲

７９ ± ２８▲鄢

治疗前

１７５ ± ３２
１７３ ± ３４

治疗后

１３５ ± ２６▲

７５ ± ２２▲鄢

治疗前

２９１ ± ７３
２８９ ± ７５

治疗后

１７９ ± ５３
１０８ ± ３８▲鄢

ＰＣⅢ（μｇ ／ Ｌ）Ⅳ鄄Ｃ（μｇ ／ Ｌ）ＬＮ（μｇ ／ Ｌ）ＨＡ（μｇ ／ Ｌ）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鄢Ｐ ＜ ０．０５

! ! ! ! 表 ３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３２
４６

显效

２（６．２５）
７（１５．２２）

有效

７（２１．８８）
２５（５４．３５）

无效

２４（７５．００）
１４（３０．４３）

总有效率

９（２８．１３）
３２（６９．５７）鄢

注：与对照组比较，鄢字２ ＝ １１．３８９，Ｐ ＝ ０．０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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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性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ＯＡ）是中老年人
比较常见的退行性骨软骨疾病，随着人口逐渐老龄
化，ＯＡ 患者渐多。 目前还没有彻底的治愈措施，既
往已使用玻璃酸钠行关节腔注射，取得了一定的疗
效 ［１］。作者在临床上使用新型联合药物治疗 ＯＡ：关
节内联合注射玻璃酸钠和得宝松、盐酸利多卡因加
内服祖师麻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另外，改进注射
方法，可明显减少注射后疼痛等并发症，并充分利
用玻璃酸钠药物。 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符合 ＯＡ 诊断标准的患者（采
用美国风湿病学会 ２００１ 年制定的 ＯＡ 诊断标准 ［２］，
排除严重膝关节创伤、晚期畸形、有关节内外感染
患者）共 １２０ 例（１４３ 膝），其中男 ４７ 例，女 ７３ 例。
年龄 ３８ ～ ７３ 岁，平均 ５０．５ 岁。 病程 ０．５ ～ １５ 年，平
均 ７．５ 年。 单膝 ９７ 例，双膝 ２３ 例。 分为 ３ 组，每组

４０ 例。 第一治疗组采用玻璃酸钠和得宝松、盐酸利
多卡因联合并行新式关节腔内注射治疗；第二治疗
组在第一治疗组方法基础上加内服祖师麻片治疗；
对照组采用单纯关节内注射玻璃酸钠治疗。 ３ 组患
者在性别、年龄、病程、Ｘ 线分级 ［３］、治疗前 Ｌａｓｅｑｕｅ
评分 ［４］标准进行膝关节功能评估等方面差异无显

著性，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药物选择 （１）玻璃酸钠（施沛特），山东博
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１０ ｍｇ ／ ｍＬ，２ ｍＬ）；
（２）得宝松：上海先灵葆雅公司生产，含二丙酸倍他
米松 ５ ｍｇ ／ ｍＬ、 倍他米松磷酸纳 ２ ｍｇ ／ ｍＬ，１ ｍＬ；
（３）祖师麻片：秦皇岛市山海关制药厂生产，０．３ ｇ ／
片，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３０１８；（４）利多卡因：浙江诚意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１０ ｍｇ ／ ｍＬ，５ ｍＬ）。
１．２．２ 关节内注射治疗 以第一、二治疗组注射为
例：通常采用髌骨内侧膝眼为注射点，取坐位，患膝
自然屈曲下垂。先用 １０ ｍＬ 注射器抽取盐酸利多卡
因及得宝松注射液各一支。 常规消毒进针点，先用
抽取了混合液的针筒边进针边探明关节腔内状况，
一般穿刺缓慢进针，针尖指向膝关节中、上方，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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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联合药物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陈宗雄 陈剑平 林建辉 钟水林 王亮 苏君 陈建乐

摘要 目的：探讨新型联合药物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１２０ 例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分为 ３
组。 第一治疗组采用玻璃酸钠和得宝松、盐酸利多卡因联合并行新式关节腔内注射治疗；第二治疗组在第一
治疗组方法基础上加内服祖师麻片治疗；对照组采用单纯关节内注射玻璃酸钠治疗。分别观察比较两组起效
时间、疼痛缓解程度、５ 周及 ３ 个月后关节功能改善情况，记录并发疼痛情况。 结果：各组缓解总有效率分别
为 ９５．８％、９７．９％、８９．４％。 两治疗组在缓解疼痛和改善关节功能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Ｐ ＜ ０．０１），无明显疼痛
并发症。第二治疗组略优于第一治疗组（Ｐ ＜ ０．０５）。结论：新型联合药物治疗（联合注射玻璃酸钠和得宝松、盐
酸利多卡因加内服祖师麻片）具有更好的临床疗效，新式关节腔内注射引起的疼痛并发症减少。

关键词 骨关节炎，膝； 玻璃酸钠； 得宝松； 利多卡因； 祖师麻片； 关节腔内注射 ； 临床疗

效； 联合治疗；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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