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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熊去氧胆酸胶囊与苦黄注射液治疗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临床研究

张东萍

嗓州市人民医院
,

浙江 嗓州 3 1 2 4 00

【摘要」目的 : 观察联合熊去氧胆酸胶囊与苦黄注射液治 万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的临床万效及不 良反应
。

方法 : 选择本院收治

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 9 5 例
,

根据用药的不 同分为观察组 51 例和对照组 44 例
。

对照组在保肝及支持治 万 的基础上 口服波尼

松片 ;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 万 的基础上加用 熊去氧胆酸胶囊和苦黄注射液
。

治万 3 万程
。

观察 2 组患者的临床万效和肝功 能各项指

标的变化情况
。

结果 : 临床万效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8 8
一

24 %
,

对照组为 65
.

9 1%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O刀动

。
2 组肝

功能各项指标均较 治万前改善 (尸
< o刀动

,

观察组碱性磷酸酶 (A L功
、

总胆红素 ( T iB办
、

直接胆红素 (D B 山
、

间接胆红素

(BI 山 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 (尸
< O刀动

。

结论 : 联合熊去氧胆酸胶囊与苦黄注射液治 万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临床万效显著
,

能

较好地改善肝功能异常的各项指标
,

且不 良反应轻微
,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

〔关键词 〕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BP O
; 胆汁淤积 ; 熊去氧胆酸胶囊 ; 苦黄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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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Pr im a yr b ilia yr c ir r ho s is
,

p B c )是一

种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
,

也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肝病
,

好发

于中年女性
,

临床主要表现为疲劳及皮肤痉痒
,

晚期可以表现

为黄疽
,

同时可并发骨质疏松症或高脂血症等
。

病死率在肝硬

化患者中占 0
.

6% 一 2% 1[] 。

本院对收治的 p B C 患者采用熊去

氧胆酸胶囊联合苦黄注射液进行治疗
,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临床

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诊断标准 参照 2 0 0 0 年美国肝病研究学会 (A A S L )D 肝脏

疾病诊疗指南中关于 p B C 的诊断标准叽

1
.

2 纳入标准 符合诊断标准 ; 在知情的状态下表示同意接

受调查治疗
,

并签署了本院的知情同意书
。

1
.

3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的心脏病
、

肾功能障碍
、

大量顽固

性腹水
、

感染及其他严重脏器疾病 ; 之前所接受的治疗会对本

次试验结果产生影响 ; 存在一些影响本次观察结果的病理特征 ;

其他因素
,

患者住宿较远或者不方便进行跟踪访问等状况
。

1
.

4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 0 0 9 年 2 月 一 2 0 13 年 4 月收治的

95 例 p BC 患者
,

男 31 例
,

女 64 例
,

年龄 3 5 ~ 60 岁
,

平均

(4 5
.

5 5 士 7
.

3 6) 岁 ; l隋床症状和体征中以皮肤痉痒和 (或)乏力为

最初症 状者 3 3 例 (3 4
.

74 % ) ; 有皮 肤
、

巩膜 黄染者 41 例

(4 3
.

16% ) ; 月干脏肿大
、

质硬
、

压痛不明显者 2 6 例 (2 又3 7 % ) ;

皮肤有色素沉着者 8 例 ( .8 4 2% )
。

根据肝脏病理分期 : 本组患

者 I 期 10 例
,

11 期 3 4 例
,

111 期 4 0 例
,

W期 11 例
。

根据治

疗方法不同分为观察组 51 例和对照组 44 例
,

2 组性别
、

年

龄
、

症状和体征
、

肝脏病理改变分期等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

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具有可比性
。

2 治疗方法

2 组患者均给予保肝及支持治疗
,

有明显腹水者给予利尿

剂
,

有低蛋白血症者酌情补充白蛋白
。

2
.

1 对照组 口服泼尼松片 (浙江仙据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生

产
,

国药准字 日3 3 0 21 2 0 7)
,

开始剂量为每天 3 0 m g
,

2 周后

逐渐减量至每天 10 m g
,

分 2 次服用
。

2
.

2 观察组 在口服泼尼松片的基础上
,

口服熊去氧胆酸胶

囊(商品名 : 优思弗
,

德国 Los
a n p h ar m a G m b日 公司生产

,

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 日2 01 0 0 50 2)
,

每次 2 5 0 m g
,

每天 3 次 ;

苦黄注射 液 (常熟 雷允 上制药 有限 公司生产
,

国 药准字

2 1 0 96 0 0 04 )3 0 一 6 0 m L加入 5 % 葡萄糖注射液 2 5 0 一 5 0 0 m L

中静脉滴注
,

每天 1 次
。

2 组均以 4 周为 1 疗程
。

3 疗程后评价疗效
。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
.

1 观察指标 观察 2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

不良反应
,

以及

治疗前后肝功能各项指标
,

如谷草转氨酶 (A S )T
、

谷丙转氨酶

(A L)T
,

碱性磷酸酶 (A L )P
,

谷氨酸转肤酶 (G G )T
,

白蛋白 (A lb)
,

血清总胆红素任iB l)
、

直接胆红素 (O iB l)
、

间接胆红素 (BI 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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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统计 学方法 应用1 P S S S. 4 O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

资料采用 t 检验
,

率的比较采用丫检验
。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
.

1 万效标准团 显效 : 食欲下降
、

皮肤痉痒及乏力等症状消

失或明显改善
,

肝功能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或血清 下iBl 下降超

过 7 5 % ; 有效 : 主要症状
、

体征及肝功能各项指标有改善
,

血清 下iBl 下降超过 50 % ; 无效 : 主要症状及体征或肝功能各

项指标均无明显改善
,

甚至加重
。

4
.

2 2 组临床万效比较 见表 1
。

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8 .8 24 %
,

对照组为 6 5
.

引 %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竹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显效 有效

6)9)
ō/门U

总有效

2 5( 4 9
.

0 2 )

11 (25
.

0 0)

20( 3 9
.

22 )

18 (4 0
.

91 )

4 5 (88
.

2厌6 5
.

24 )
①

9 1 )

5144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5

4
.

3 2 组治万前后肝功能各项指标 比较 见表 2
。

2 组患者经

治疗后
,

肝功能各项指标均有改善
,

与治疗前比较
,

差异均有

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观察组 A L p
、

下iB l
、

O BI L
、

BI “ 改善情

况均优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表 2 2 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各项指标比较肠士
、
)

程中出现乏力和皮肤痉痒
,

同时常合并干燥综合征
、

桥本氏甲

状腺炎
、

肠道疾病等其他有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

熊去氧胆酸是三级胆酸
,

具有亲水性和细胞保护作用
,

主

要通过利胆
、

抑制胆酸诱导的肝细胞凋亡
、

抑制疏水性胆酸诱

导的细胞毒性来发挥作用
,

促进肝脏细胞分泌和免疫调节
,

从

而促进胆汁分泌及抗胆汁酸诱导的肝细胞凋亡
。

苦黄注射液是

从苦参
、

大黄
、

茵陈
、

春柴胡和大青叶 5 味中药中提取制成

的复方中药制剂
,

苦参具有清热
、

燥湿利胆的作用
,

大黄具有

通便
、

活血化痕和清热解毒的功效
,

大青叶和茵陈可清热利

湿
,

春柴胡有疏肝理气
、

和解表里的作用
,

诸药合用
,

共奏清

热解毒
、

利湿退黄的功效 5[] 。

激素是 目前较为常用的治疗药

物
,

具有抑制炎症细胞因子与炎症介质
、

调节免疫的作用吼

但是激素治疗的临床效果不显著
,

因此本研究联合熊去氧胆酸

胶囊和苦黄注射液治疗
,

观察联合用药的有效性
。

本组研究结果提示
,

经 3 疗程治疗后
,

观察组临床总有

效率 (8 8
.

24 % )高于对照组 (6 5
.

引% )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2 组患者肝功能各项指标均有改善
,

观察组改善情况优

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 0
.

0 5)
。

说明加用熊去氧

胆酸胶囊联合苦黄注射液治疗 p BC
,

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和肝功能异常指标
,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

并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
。

指 标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LT (口L) 140
.

55士80
.

41 4 5
.

37 士30
.

测 142
.

39士75
.

56 哭
.

71 士40
.

5望

绍丁(口)L 161
.

31士86
.

02 48
.

16士20
.

4 2① 1反
.

70士85
.

37 夕
.

81 士32
.

88①

于丁(口L) 135
.

01士印
.

47 56
.

34 士37
.

4宁 137
.

臼士叨
.

哭 日
.

4 3士39
.

1望

-lA只口L) 251
.

1 6士78
.

48 98
.

18士印
.

17胆 256
.

37士79
.

田 138
.

66士日
.

71
①

月以目)L 35
.

印士4
.

01 37
.

01士4
.

37① 35
.

79士4
.

30 36
.

日士4
.

4乎

TiB l(林rnT l/)L 142
.

17 士日
.

21 25
.

43士17
.

51胆 1 55
.

50士33
.

醉 37
.

40士18
.

4秒

图 l(林rnT l/L) 39
.

37士1 5
.

86 11
.

81士5
.

43胆 39
.

料士 16
.

01 14
.

36士 10
.

17
①

1iB l(林rnT l/ L) 28
.

56士18
.

田 15
.

74 士3
.

1宁
② 26

.

43 士 18
.

34 17
.

11士 5
.

23①

与 治万前比较
,

①尸 < 0 05 ; 与对照组治万后 比较
,

②尸 <

0 0 5

4
.

4 不 良反应 观察组患者口服熊去氧胆酸胶囊后有 2 例出

现轻度腹泻
,

经对症处理均缓解
,

余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未发现

明显的不良反应
,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
.

9 2%
。

治疗过程中没

有因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者
。

5 讨论

p BC 是一种自身免疫机制介导的慢性进行性胆汁淤积性

疾病
,

由多种原因引起
,

以皮肤巩膜黄染
、

痉痒以及白陶土样

便
,

并伴随 下iB l
、

O iB l
、

A Lp 等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
。

其发病

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了
,

可能与感染
、

免疫
、

环境
、

遗传等因

素有关 4[] 。

p BC 的诊断以肝内胆汁淤积的酶谱表现
、

抗线粒体

抗体及肝组织活检为主要依据
。

约有 80 % 的患者可在 p B C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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