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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对老年肺心病患者抗脂质过氧化损伤的影响 

蒋军广 谭伟丽 王丽华 王毅 田蕊 帖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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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氧自由基与人类疾病的关 

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 

表明，氧自由基生成及清除系统失衡在 

肺 心病 的 发生 、发 展 过 程 中起 重 要 作 

用 。 。本研 究 旨在 了解银 杏叶提取物对 

老 年肺心病 急性 发作期患者抗 脂质过氧 

化损伤的影响，探讨其对老年肺心病急 

性发作期患 者的临床治疗意义 。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老年肺 心病急性发作期 

患者 62例，均符合全国肺心病专业会议 

制定 的诊断标准 0 。男 41例，女 21例 ； 

年龄 6O～85岁 ，平 均 (72．6士11．8)岁 。 

除外肝炎、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高血 

脂及关 节炎等疾病 。以抛硬币法 随机 分 

为两组 ：①常规治疗组 3O例中男 19例， 

女 11例；年龄 6O～84岁 ，平均(72．5士 

11．1)岁；病程 13～30年；② 银杏叶提 

取物治疗组 32例 中男 22例，女 1O例； 

年龄 6O～ 85岁 ，平 均 (72．9土11．5)岁 ； 

病 程 14～ 32年 。两组 病情 、病程 、肺 功 

能、动脉血氧分压(PaO )及动脉血二氧 

化碳分压(PaC0 )相似，差异均无显著 

性 (P均>0．05)，有 可 比性 。 

1．2 正常对照组：从体检者中以抛硬币 

法 随机选取 不吸烟健康老年人 21名 ，男 

14名 ，女 7名 ；年龄 6O～81岁 。 

1．3 治疗方法：①常规治疗组：采用综 

合治疗方法 ，包括持续低流量吸氧、解痉 

平喘、抗生素控制感染、祛痰、控制心力 

衰竭(心衰)及呼吸衰竭(呼衰)等；② 银 

杏 叶提取物 治疗 组 ：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 ， 

加 银杏 叶提 取物 20 ml(5 ml含银 杏 叶 

提取物 17．5 mg)稀 释于 25O～500 ml生 

理盐水或葡萄糖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 

连用 2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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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血清 LPO、SOD、GSH —Px及 CAT测定结果 比较 ( 土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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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失衡 ，而s0D、GSH—Px和 cAT的任 

何不平衡都可能是有害的，s0D缺乏导 

致超氧阴离子的堆积，s0D升高可通过 

歧化作用产生更多的过氧化氢(HzOz)， 

增 多 的 Hz0z必须通 过 GSH—Px、CAT 

来 消除 。当体 内 GSH—Px、CAT产 生不 

足 时 ，增 多 的 H 0 可 以与 超氧 阴 离 子 

在过渡金属作用下，生成毒性更强的羟 

自由基 ，对组织细胞产生有害的作用。 

银 杏叶提取物的主要成分为银 杏黄 

酮甙 、银杏 内脂和 白果 内脂 ，这些有效成 

分具有多种生物功能 。我们观察到，银 

杏 叶 提取 物 治疗 前 后 患者 LP0、S0D、 

GSH—Px、CAT差异均有显著性，4项 

指标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常规治疗 

组治疗后 4项指标均未恢复到正常水 

平 ，且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组临床疗效优 

于常规治疗组。这种治疗作用可能机制 

是 ：银杏叶提取物可减轻细胞膜脂质 

过氧化反应；阻断脂质过氧化链连锁反 

应，保护细胞膜 ；提高抗氧化酶活性 ，增 

强抗氧化能力，使体内氧 自由基清除系 

统协 同发 挥作用 ，清 除了体 内更 多 的氧 

自由基 ，保 护机 体免受 氧 自由基 的一 系 

列损害 。另外 ，银杏叶提取物含有强有 力 

的血小板 活化 因子拮抗 剂 ，它有抗 过敏 、 

抗炎及抗休克等作用。因此，我们认为银 

杏叶提取物能有效对抗脂质过氧化损 

伤，可以作为老年肺心病的一种有效辅 

助治疗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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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I卣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收集本院急诊科 1998年 

1月一2OO2年 12月接诊 的 120例心肺 

复苏(cPR)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 76例， 

女 44例；年龄 2～73岁，平均 42岁。患 

者表现为意识丧失，面色苍白或发绀；无 

脉搏、心跳和大动脉搏动；无 自主呼吸； 

瞳孔散大固定。原发病：心血管病 36例， 

药物中毒 39例，严重颅脑、胸腹复合伤 

32例，电击伤 4例，溺水 5例，电解质紊乱 

2例，原因不明 2例。心电图显示：心室 

纤颤(室颤)48例，心跳完全停止 7O例， 

心肌 电一机 械分 离 2例 。 

1．2 复苏方法：①立即行胸外心脏按压 

和气管插管 ，心电监护；②室颤者给予电 

击除颤；⑧开通多条静脉通路，一般需要 

3条；④肘静脉推注药物或经气管 内给 

药，如肾上腺素、阿托品、异丙肾上腺素、 

利多卡因、碳酸氢钠、氯化钙、门冬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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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复苏结果：120例患者中，31例仅 

行单纯心脏复苏，持续 1～2 h仍无 自主 

呼吸 ，终止 抢救 ；24例 均行 心脏 、呼 吸复 

苏 ，持续 4～ 48 h脑 功 能未 能恢 复而 死 

亡；3例心、肺、脑均复苏成功，脑功能正 

常；其余 62例由于原发病严重和来院时 

间都在 10 min以上，所以持续复苏抢救 

30 rain，心电图始终为直线，停止抢救。 

2 讨 论 

2O世 纪 6O年 代 以来 ，标 准 的 CPR 

一 直 以其有 效 、安全 受到 国 内外 的广 泛 

推崇。虽然近 4O多年来 CPR在不断发 

展、创新、完善、提高。但 CPR的成功率 

仍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对CPR的灵活 

使用不够正确 ，以及实施 CPR人员的水 

平有限。提高CPR成功率的因素：①原 

发病越重，CPR的成功率越低；②争分 

夺秒抢时间是成功 的关键；③标准、规 

范 、持久地胸外心脏按压是主 要措施 ，同 

时开通气道 ，行气管插管；④ 电复律是抢 

救心搏骤停 ，室颤时安全、有效的抢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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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⑤合理用药、多路开通静脉是必要的 

条件。在复苏用药问题上，特别是心脏起 

搏药物用量大小至今仍有争议，有些学 

者主张用大剂量 ，有些学者主张用标准 

剂量(小剂量)。我们的经验显示，大剂量 

和小剂量心脏起搏药物对 CPR成功率 

没 有多 大差别 ，而 用药量过 大 可能会 对 

机 体产 生不利影 响 ，故我 们主 张心脏起 

搏药物还是用常规标准量为好。 

目前，我 国大多数 县级基层 医院 

CPR条件较差，一是基础设施条件差， 

救护车辆不足或不能专用，救护的医疗 

器 械落后 ，在 院前 急救过程 中抢 救 的重 

要措施难 于实施 ，只能进行 简单 的救护 ； 

二是医护人员的救护技术仍不能适应目 

前工作 的需 要 ；三是 CPR知识在广 大群 

众中未能普及，自救能力差 ，使某些患者 

来院后失去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所以造 

成心、肺、脑复苏的成功率低。所以必须 

继续加强县级基层医院急救工作的基础 

条件建设 ，加强医护人员培训 ，向大众普 

及 CPR常识，以提高 CPR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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