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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 n
00// )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X 2

P

例数

5 2

5 2

显效

3 9 ( 7 5
.

0 0 )

3 1 ( 5 9
.

6 2 )

有效

1 0 ( 19
.

2 3 )

9 ( 17
.

3 1 )

无效

3 ( 5
.

7 7 )

1 2 ( 2 3
.

0 8 )

总有效率

4 9 ( 9 4
.

2 3 )
*

4 0 ( 7 6
.

9 2 )

6
.

3 1

0
.

0 1

注 :* 表示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0
.

0 5

.2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在观察组 5 2 例患者中
,

出现疲倦症状的患者有 1 例

出现嗜睡症状的患者有 1 例
,

出现头晕症状的患者有 1 例

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5
.

77 %
。

在对照组 5 2 例患者中
,

出现

疲倦症状的患者有 2 例
,

出现嗜睡症状的患者有 1 例
,

出

现 头晕症状的 患者有 2 例
,

不 良反应 的发生率为 9
.

6 2%
。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
,

且发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 尸

> 0
.

0 5 )
,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3 讨论

子宫内膜炎是一种发病率较高的妇科疾病
,

可对女性

患者 的生育能力
、

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
。

甲硝哇和头抱 曲松钠均属于抗生素类药物
,

具有消炎的作

用
。

甲孕酮是一种能够直接作用于子宫内膜的药物
,

它能

与孕激素的受体相结合
,

从而起到促进受到感染的子宫内

膜脱落的作用
。

有研究认为
,

联合使用 甲孕酮和抗 生素类

药物治疗子宫 内膜炎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
,

具有较高的临

床价值
。

在本次研究中
,

为了证 实这一观点
,

笔者使用 甲

硝 哇和头抱 曲松钠 为对照组患 者进行 治疗
,

使用 甲孕酮
、

甲硝哇和头抱 曲松钠为观察组患者进行治疗
,

然后对两组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进行回顾性的对 比分

析
。

分析结果显示
,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者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工 两组患者均未

发生任何严重的不良反应
。

综上所述
,

联用甲孕酮
、

甲硝哇和头抱曲松钠治疗子

宫内膜炎的临床效果显著
,

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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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研究

王 静

( 贵州省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总医院 贵州 盘县 5 5 3 5 3 6

【摘要 』目的 : 探讨分析用 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 治疗慢性心 力衰竭的临床效果
。

方法 : 选取 2 0 14 年 7 月 ~ 2 0 15 年 7 月间我院收治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 1 3日例作 为研 究对象
,

采用 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 6 9 例 ) 和观察 组 ( 6 9 例 )
,

使用 阿托伐他汀为对照组患者进行治疗
,

使用 阿托

伐 他汀和 左卡尼汀为观察 组患者进行治疗
,

然后观 察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

并将对比的结果及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 性的分析
。

结果
:

在治疗前
,

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之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经过 一段 时间的治疗
,

两组患者的各项 临床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明显

的改善
,

且观察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的改善程度更为明显
,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结论
: 用阿托伐他 汀和左 卡尼 汀治疗慢性心 力衰竭的

临床效果显著
,

此方法不仅能有效地 改善患者的心 功能
,

还能降低 其心 肌 的耗氧量
,

提 升其运动能力
,

值得在临床土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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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综合征
。

目前
,

情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

l病床上常使用他汀类药物对该病 患者进行治疗
。

他汀类药 具 有可 比性
。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是 : ①患有风湿病的患

物不仅能起到降脂的作用
,

还能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 1[]
。

在 者
。

②患有活动性肝炎的患者
。

③存在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

本次研究中
,

为了探讨分析用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治疗 ④处于妊娠期的女性患者
。

⑤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
。

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效果
,

笔者进行了以下研究 : 1
.

2 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
,

均使用合适剂量的利尿剂
、

日受体
1

.

1 一般资料 阻滞剂
、

血管转换酶抑制剂等药物为其进行常规抗心力衰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2 01 4 年 7 月
一 2 01 5 年 7 月间我院 竭治疗

。

在此基础上
,

使用阿托伐他汀为对照组患者进行

收治的 13 8 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

我们采用随机数表法将 治疗
,

使用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为观察组患者进行治疗
。

其分为对照组 ( 6 9 例 ) 和观察组 ( 69 例 工 在对照组 6 9 例 然后
,

观察对 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

并将对比的结果及

患者中
,

男性患者有 4 0 例
,

女性患者有 2 9 例
,

其年龄为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的分析
。

阿托伐他汀 ( 由

4 4 一

86 岁
,

平 均年龄为 ( 5 7
.

2士 7
.

1 ) 岁
,

其中患有瓣膜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国药准字为 日2 0 09 3 81 9
,

性心脏病的患者有 10 例 患有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有 20 例
,

规格为 20 嗯 ) 的用法及用量是 : 口服
,

10 嗯 /次
,

1 次 d/
,

患有缺血性心肌病的患者有 3 9 例 ;在观察组 6 9 例患者中
,

睡前服用
,

连续治疗 6 周
。

左卡尼汀 ( 由东北制药集团沈

男性患者有 3 8 例
,

女性患者有 31 例
,

其年 龄为 4 6 一 8 7 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

国药准字为 日1 9 9 90 3 7 2
,

规格

岁
,

平均年龄为 ( 5又 4 士 7
.

2 ) 岁
,

其中患有瓣膜性心脏病 为 1。叹 门 g ) 的用法及用量是 : 口服
,

3 9/ 次
,

1 次 d/
,

连

的患者有 11 例
,

患 有扩张型心肌病 的患者有 21 例
,

患有 续治疗 6 周
。

缺血性心肌病的患者有 3 7 例
。

两组患者在性别
、

年龄及病 1
.

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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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室射 血分数 ( LV E「工 ② C反 应蛋 白 ( C R p ) 水 时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平
。

③左室舒张末内径 ( LV E D D工 ④脑力肤 ( B N P )水平
。

2 结果

⑤ 6而 n 步行距离
。

在治疗 前
,

两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之间的差异均不具

1
.

4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 5 工 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
,

两组患

采用 S p S 1S 2
.

O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 者 的各项临床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明显的改善
,

且观察组患

计学处理分析
,

计量数据采用平均值 士 标准差 ( 万士 s ) 者各项临床指标的改善程度更为明显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表示
,

并采用 t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

当尸 < 0
.

05 义 ( 尸 < 0
.

05 工 详情见表 1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临床指标的比较 ( 万士 s )

组别 时间 LV E F ( % ) c R p ( n g/ L ) LV E D D ( m ) B N p ( Pg/ m l ) 6 m i n 步距 (m)

对照组 治疗前 3 6
.

6士 4
.

3 1 9
.

4 士 2
.

5 5 5士 8 4 7 4
.

2士 5 1
.

4 2 3 7
.

1士 54
.

3

( n = 6 9 ) 治疗后 4 5
.

4 士 5
.

1 14
.

7士 1
.

5 5 0士 6 28 3
.

4士 3 6
.

7 3 13
.

5 士 8 6
.

5

观察组 治疗前 3 8
.

5士 4
.

5 1 8
.

3 士 2
.

7 5 6士 7 4 7 5
.

5士 53
.

7 2 3 6
.

1士 54
.

6

( n = 6 9 ) 治疗后 5 0
.

5士 5
.

3 * 1 1
.

4 士 1
.

5 * 5 1士 8 * 25 2
.

1士 3 4
.

3 * 3 8 5
.

6 士 94
.

2 *

注 :* 表示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0
.

0 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 至终末阶段时必然

出现的一种综合征
,

具有发病率高
、

致死率高等特点
。

目前
,

l病床上常使用他汀类药物对该病 患者进行治疗
。

他汀类药

物的作用机制主要是 : ① 能对产生炎症 的细胞因子进行抑

制
。

② 能阻止过度激活神经内分泌功能的过程
。

③具有抗

氧化的作用
。

④ 能使心室重构逆转
。

⑤ 能改善血管内皮的

功能
。

⑥能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
。

⑦ 能促进新生血管的形

成 2[]
。

左卡尼汀又叫做左旋肉毒碱
,

是一种在机体组织中广

泛分布的特殊氨基酸
,

同时也是脂肤向线粒体内膜转化的

一个重要的载体
。

左卡尼汀在一定程度上与心肌脂肪酸的

代谢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
。

当心肌处于缺氧和缺血

的状态时
,

左旋肉毒碱的水平会大幅下降
,

从而导致脂肪

酞辅酶 A 大量堆积
,

并进入线粒体
,

进而加重患者的病情 #o[]

有研究发现
,

左卡尼汀能增强脂肪酸 日 的氧化作用
,

并有

助于恢复和提高心肌组织中 A T P
、

A M P 及 A D P 的含量
,

进

而可起到改善心肌缺氧缺血的状态
、

修复缺血心肌受损的

细胞膜
、

增强心肌收缩功能的作用 [5 ]。 此外
,

左卡尼汀还

能改善线粒体的能量代谢
,

从而降低心肌细胞的缺氧程度
,

进而起到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

在本次研究中
,

为了探讨分

析用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效果
,

笔者使用阿托伐他汀为对照组患者进行治疗
,

使用阿托伐

他汀和左卡尼汀为观察组患者进行治疗
,

然后对两组患者

的临床疗效进行 回顾性的对 比分析
。

分析结果显示
,

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
,

两组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较治疗 前均有

明显的改善
,

且观察组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的改善程度更为

明显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 5 工

综上所述
,

用阿托伐他汀和左卡尼汀治疗慢性心力衰

竭 的临床效果显著
,

此方法不仅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心功

能
,

还能降低其心肌的耗氧量
,

提升其运动能力
,

值得在
l}备床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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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逆散加减对肝胃郁热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进行治疗的效果分析

余 波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医院 重庆 4 0 8 3 0 0

【摘要 』目 的 : 探讨用 四逆散加减对肝 胃郁热型功能性消化不 良患者进行治疗的临床效果
。

方法 : 对 2 0 1 3 年 9 月 ~ 2 0 15 年 9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 7 4 例肝 胃郁热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研究
。

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将这 7 4 例 患者分为吗丁琳组和 四 逆散组
,

每组各有 3 7 例

患者
。

为吗丁琳组 患者使用吗 叮琳片进行治疗
,

为 四逆散组患者使用 四逆散加减进行治疗
。

然后
,

比较 两组 患者 的治疗效果
。

结果
: 经过治疗

,

四

逆散 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吗丁琳组患者
,

二 者相 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引
。

结论
: 用 四 逆散加减对肝 胃郁热型功能性消化不 良

患者进行治疗的效果 显著
。

[关键词 ] 四逆散加减 ; 肝 胃郁热型
; 功 能性消化不 良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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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 良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

此病 肝 胃郁热型功能性消化不 良患者进行治疗的效果
,

我院对

的发病率非 常高
。

此病患者的消化道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

2 01 3 年 9 月
一 2 0 15 年 9 月期间收治的 74 例此病患者分别

西 医临床上对功能性消化不 良患者常用吗叮琳片等增加胃 使用 吗丁琳和四逆散加减进行治疗
,

其中接受四逆散加减

动力的药物进行治疗
,

但其病情的复发率较高
。

中医认为
,

治疗的 3 7 例患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现将此情况报告如下 :

功能性消化不 良多属肝胃郁热证
,

故在 对此病患者进行治 1 资料与方法

疗 时应 以舒肝理 气
、

健脾 和胃为主
。

为 了进 一步提 高对 1
.

1 一般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