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了高位截肢,截肢率为 7. 69%。

　　糖尿病足最常见最严重的表现就是下肢血管栓塞

所致的自发性脱疽,其特征是以全身性的动脉硬化为

背景尤其是下肢大血管的动脉硬化性闭塞,足部的血

流状态是糖尿病足愈合的关键, Wagner 报道足部缺血

指 数 ( 下肢收缩压/上肢收缩压或 ankle pressure

index ; API) 大于 0. 45 才有可能提供溃疡愈合的血

液[ 3]。因此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同时,必须确立血

栓倾向的诊断方法,进一步寻求更完全更有效的抗血

栓药物疗法,糖尿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的流行病学资

料表明糖尿病以气阴两虚血瘀证最为常见符合中医久

病多虚多瘀的特点,活血化瘀中药的应用可以提高本

病的疗效
[ 3]
。及时的介入放射治疗及外科血管重建术

是有效降低糖尿病足截肢率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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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为我院心脏监护病房急性心肌梗塞患

者, 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组和西医组。中西医结合组

24例,其中男性 18例,女性 6 例;年龄 43～76岁,平均

年龄 62岁;梗塞部位:下壁 12 例,广泛前壁 4 例,前间

壁 4例, 下壁合并右室 3 例,下壁合并后壁 1例; 合并

心律失常 5 例;合并心功能不全 4例。西医组 20例,其

中男性 4例,女性例; 年龄 46～70 岁,平均年龄 61岁;

梗塞部位:下壁 6例, 广泛前壁 6 例,前间壁 3例,前壁

4 例,下壁合并右室 1例;合并心律失常 4例,合并心功

能不全 3 例。急性心肌梗塞诊断参照 1979年WHO 制

订的急性心肌梗塞诊断标准
[ 1]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梗塞部位及合并症等方面比,经 X 2 检验,均无明显

差异( P > 0. 05)。

2　治疗方法

全部病人均收入心脏监护病房,持续心电、心压监

测 3～5 天。西医组用尿激酶(广东天普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 150 万 L溶于 100 ml 生理盐水中, 30 分钟内滴

完。6小时后静滴肝素维持凝血时间,在正常值 1. 5～

2. 5 倍内,共 3天,然后皮下注射肝素钙 4天, 抗凝,共

维持 7天。同时常规口服镇静、扩冠、抗凝、B受体阻滞
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并静滴硝酸甘油。治疗前

作 12 导联心电图,治疗后即刻和 2、4、6 小时重复记录

12 导联心电图,观察 ST 段的变化。患者住院后立即抽

取静脉血,然后从溶栓后 6 小时开始,每间隔 2小时抽

血 1次,致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同功酶 (CPK- MB)出现

峰值,再 1 天、3天、5天、7 天、10天、15天取血各 1次,

测定心肌酶变化。中西医结合组采用上述方法同时静

滴化瘀通脉注射液 250 ml,每日 1次, 10天为 1疗程。

　　治疗 2 小时内胸痛消失或缓解; 2) 2 小时抬高 ST

段下降≥50% ; 3) 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同功酶( CPK-

MB)和(或)谷草转氨酶( 60T )峰值距给药时间≤14小

时; 4)再灌注心律失常,治疗 2小时内出现室性期前收

缩,心室颤动,加速性室性自主心律,窦房或房室或束

支传导阻滞,窦性心动过缓。患者同时出现以上 3项或

4 项被确认为再通。

3　结果

表 1　冠状动脉再通指征阳性发生率比较( X±S )

组别
例数

例

胸痛缓解

或消失

ST 段下降

≥50%

再灌注

心律失常

中西医结合组 24 20( 83. 3) 19( 79. 2) 19( 79. 2)

西医组　　　 20 16( 80. 0) * 15( 75. 0) * 15( 75. 5) *

注:两组比较: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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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血清心肌酶降至正常平均时间比较( X±S )

中西医结合组(天) 西医组(天) P

CPK- MB 1. 4±0. 14 2. 2±0. 15 < 0. 001

LDH 4. 5±0. 98 9. 8±1. 16 < 0. 001

GOT 3. 5±0. 41 6. 1±0. 53 < 0. 001

　　血清酶降至正常平均时间中西医结合组明显短于

西医组( P < 0. 001)。

4　讨论

急性心肌梗塞在静脉溶栓基础上,采用化瘀通脉

注射液治疗,从改善症状、心电图、再灌注心律失常等

指标上看,两组无明显差异( P > 0. 05) ,但对心肌酶降

至正常的平均时间来看,中西医结合组明显短于西医

组( P < 0. 001) ,提示中药对心肌细胞损伤的修复,减

少梗塞面积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急性心肌梗塞在祖国医学中属于“真心痛”范畴,

为本虚标实之证,其病机为气虚血瘀,痰瘀痹阻。化瘀

通脉注射液由黄芪、丹参、白芥子等药物组成,具有补

气豁痰、化瘀通络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黄芪、丹

参具有缓解和减轻冠状动脉痉挛,增加心肌对缺血、缺

氧的耐受性,对心肌缺血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并能防

治再灌注损伤
[2]
。我们采用化瘀通脉注射液治疗心肌

梗塞, 达到补气豁痰,化瘀通络目的,同时改善坏死心

肌修复能力,提高了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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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均为 1997年～2000 年门诊患者,按随机的方法

分为两组进行对比观察,其中男性 39 例,女性 21 例,

年龄 49～81 岁。病程 7～33年。治疗组男性 21例,女

性 9例,年龄 49～81岁,病程 8～33年;对照组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48～74岁,病程 7～25年。

2　治疗方法

治 疗组: 5%CS ( NS ) 250ml , 复方丹参注射液

20ml,黄芪注射液 20ml/○V gd, 西药常规治疗: 5%GS

( NS) 500ml , 硝酸甘油 5～ 10mg/○V qd× 3, 消心痛

10mg, tid.

对照组:西药常规治疗: 5% as (NS) 500ml。硝酸甘

油 5～10mg/○V qd×3,消心痛 10mg, tid.

以上两组治疗均 14 为 1 疗程, 1疗程后观察 EKG

和症状体症变化判定疗效。

3　治疗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根据 1979年上海会议制定的冠心

病心绞痛及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进行评定。显效:症状

消失, 静息状态下心电图恢复正常或运动试验由阳性

转为阴性,早搏消失。有效:临床症状减轻,静息时心电

图 S- T 段回升 0. 03～0. 05mV , 早搏较治疗前减少。

无效:临床症状、心电图无变化。早搏不减少。
治疗结果:治疗组显效 9 例,占 30% ; 有效 18例,

占 60% ,无效 3例;占 10% ,总有效率 90%。对照组显

效 4例,占 13. 3% ,有效 16 例,占 53. 3% ;无效 10例,

占 13. 3% ,总有效率为 66. 6% ,据统计学处理,两组疗

效有显著性差异, 治疗组疗效确实优于对照组。( P<

0. 05)

4　讨论

祖国医学对冠心病心绞痛认为是本虚标实, 并认

为本虚影响血液循环、津液输布,导致气滞血瘀、痰浊

痹阻心脉,“瘀血不去,新血不生”、瘀血日久导致血虚,

这种血虚之痛。往往较血液运行不畅而致“不通则痛”

更为剧烈,病情进一步加重,因此瘀血内阻为冠心病心
绞痛基本病理基础,益气活血化瘀是其基本治疗方法。

现代药理证实: 黄芪有增强心肌收缩力, 扩张冠

脉,改善心肌供血和心肌代谢,降低血液粘稠度和消除

自由基功能。而复方丹参注射液,有活血通脉,化瘀止

痛作用,临床资料和动物实验证实有扩张冠状动脉,增

加冠脉血液量,舒张血管平滑肌,降低心肌耗氧量,抗

血小板聚集和降脂作用。两药联合应用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是标本兼治,应用本方法治疗, 结果表明心肌缺血

明显改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且两种液体混合使用

未发生不良反应。

(收稿日期 2001- 0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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