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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灯盏细辛注射液是菊科短葶飞蓬植物灯盏花中提
取出来的有效成份，其有效成份是灯盏乙素。《中药大辞典》
记载：灯盏花具有散寒解表、活血舒筋、止痛、消积、降压等功
效。 我科于 2002年 5月 ~2004年 1月用云南灯盏细辛治疗
63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观察其血尿、尿蛋白、血液流变学
等方面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63例患者均是我院内科肾脏病区住院病人，其
中男性 39例，女性 24例；年龄 25~70岁，平均年龄 43.49岁；
病程 1~5年； 血压 <140/90mmHg， 血清肌酐 <176.8μ mol/L
者为入选对象。 63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的诊断均符合《原
发性肾小球疾病分型与治疗及诊断标准专题座谈会纪要》[1]

的标准。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及治疗结束时均连续 2d测 24h
尿蛋白定量，取其平均值，以减少检验误差，血尿的标本送检
与尿蛋白相同。 在相差显微镜下计算红细胞的数值，并同时
送检血液流变学检查，在治疗前后各 1次。 给予灯盏细辛注
射液 40mL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中稀释后静脉滴注
1次 /d，疗程 2周。不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及其它活
血化瘀与血小板解聚药，以免干扰结果。 饮食控制、休息等，
与常规治疗方案相同。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应用 X%%±S%%表示，采用配对 t%%检验，
P%%<0.05为显著性差异。
2%%%%结果
2.1%%%%治疗前后尿蛋白变化 灯盏细辛对慢性肾小球肾炎患
者均有明显降低尿蛋白作用。 其中 15例患者蛋白尿完全转
阴，24h尿蛋白定量 <150mg/d， 转阴率 24%；30例患者的尿
蛋白均减少 50%以上， 好转率 48%；4例患者蛋白尿治疗前
后无改变，占 6%。 治疗前后比较 P%%<0.05，差异显著。
2.2%%%%治疗前后血尿的变化 灯盏细辛对慢性肾小球肾炎患
者均有明显的降低血尿作用，其中 19例血尿计数 <0~3/HP，
转阴率 30%；33例血尿减少在 50%以上，好转率 52%；3例血
尿治疗前后无变化，占 5%。 治疗前后比较 P%%<0.05，差异显
著。
2.3%%%%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 见表 1、2。

表 1%%%%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治疗比较（X%%±S%%）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血浆粘度(比)%%%%%%%%%%%1.63±0.52%%%%%%%%%%%%%%%%1.05±0.33
%%%%%%%%%%%%%全血粘度(比)%%%%%%%%%%%6.08±0.47%%%%%%%%%%%%%%%%3.98±0.38
%%%%%%%%%%全血还原粘度 /S%%%%%%%%7.72±3.21%%%%%%%%%%%%%%%%6.51±3.10
%%%%%%%%%纤维蛋白原 /g·L-1%%%%%%%%4.51±0.91%%%%%%%%%%%%%%%%3.01±0.53

%%%%%%%%注：治疗前后比较，P%%<0.01，差异显著，灯盏细辛能显著改善患

者高粘滞血症。
表 2%%%%治疗前后尿蛋白、血尿数值改变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尿蛋白 859±72.34%%%%%%%%%%%%%%%453±98.26

%%%%%%%%%%%%%%%%%%%%血尿 200±15%%%%%%%%%%%%%%%%%%%%%50±5
%%%%%%%%注：治疗前后比较，P%%<0.05，灯盏细辛可显著降低慢性肾小球肾
炎患者的蛋白尿及血尿。

3%%%%讨论
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病程长，病情迁延，血尿及蛋白尿

长期存在。 本组 63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使用灯盏细辛静
滴 14d后，观察血浆粘度、全血粘度、全血还原粘度、纤维蛋
白原与治疗前相比有显著下降，血液高粘状态得到改善。 尿
蛋白及血尿与治疗前相比，下降显著，P%%<0.05，灯盏细辛具
有降低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的蛋白尿及血尿的作用。 文献报
道灯盏细辛系活血化瘀中药，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可能
与抑制环氧酶、抑制 TXA2生成有关[2~3]，黄酮具有降低血浆
粘度作用[4]。 灯盏花是氧自由基清除剂，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
超氧化物岐化酶活性，减少自由基，其作用机制主要为扩张
微血管，降低血液粘度，抗血小板及红细胞聚集，增强红细胞
变形能力[5]，增强组织血液灌注量，还能降低血聚脂质过氧化
物，清除有害氧自由基，从而改善微循环及代谢，具有减轻肾
小球细胞及肾小球基底膜（GBM）损伤作用，减轻肾脏的病
理变化。 灯盏花具有较强的蛋白激酶 C（PKC）抑制作用，而
PKC的激活在蛋白尿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6]，从而降低慢性
肾小球肾炎的蛋白尿及血尿。 本组资料显示，采用云南灯盏
细辛静滴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蛋白尿及血尿，有较为理想
的疗效，且作用平和、安全，不良反应少，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使用，对延缓慢性肾功能进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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