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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注射液治疗慢性肺心病合并心衰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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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的治疗方法，
作者于 1999年 1月 ~2003年 7月采用黄芪注射液治疗慢性
肺心病合并心衰 40例，取得较好的效果。 兹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80例慢性肺心病均符合 1977年我国修订
的“慢性肺心病诊断标准”[1]。随机分为 2组，各 40例。治疗组
40 例中，男 28 例，女 12 例；年龄 52~76 岁，平均年龄 60.3
岁。对照组 40例中，男 32例，女 8例；平均年龄 59.3岁。 2组
病例心功能均为Ⅳ级。
1.2%%%%治疗方法 2组病例均为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常规
使用抗菌消炎、止咳化痰、解痉平喘、低流量吸氧、利尿、强
心、扩血管等综合疗法。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给予黄芪注射液
20mL加入 5%GS%200mL静脉点滴，30滴 /min， 每日 1次，
7~10d为 1个疗程。
2%%%%疗效观察
2.1%%%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治疗 1~3d，心功能改善 2级，水肿
明显减退，肝缩小 2cm以上，肺部罗音基本消失。 有效：心功
能改善 1级，水肿减轻，肺部罗音减少，肝缩小 1cm。 无效：心
功能无改善。
2.2%%%%治疗结果 治疗组显效 24例，有效 12例，无效 4例，总
有效率为 90.0%；对照组显效 16例，有效 12例，无效 12例，
总有效率为 70.0%： 经统计学处理，2组有显著性差异，字2=%
5.00，P%<0.05，治疗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在用药过程中未
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见表 1。

表 1%%%%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例(%)
组别 n%%%%%%%%%%%%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40%%%%%%%%24（60.0） 12（30.0） 4（10.0）
对照组 40%%%%%%%%16（40.0） 12（30.0） 12（30.0）

3%%%%讨论
肺心病是由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其他肺胸疾病或肺

血管病变引起的心脏病，伴或不伴心功能不全。 据 1977年全
国肺心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平均患病率为 0.48%
[2]，占住院心脏病的 38.5%~46%[1]。 病死率达 10%~15%，死亡
主要原因为呼衰、心衰或其它脏器功能衰竭。 慢性肺心病的
主要病理生理改变是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引起肺小动脉痉
挛，肺血管收缩，肺动脉高压，右心负荷加重，导致右心功能
不全或全心功能不全。 急性加重期是由于呼吸道感染等诱

因，促使组织缺氧加重，引起心、肺、肾、胃肠道等脏器功能衰
竭。

黄芪为豆科植物，是传统中药，具有益气固表、利水消
肿、托毒生肌、补中益气之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芪
含黄芪皂甙、黄芪多糖、黄酮及黄酮类似物，并富含 21种氨
基酸，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3]。 业已证明黄芪注射液具有强
心、利尿，可扩张冠状动脉、肾脏血管、增加心肌收缩力、保护
心肌细胞等作用[4]；并具有抗凝、降低血小板粘附率，改善心
脏功能，增强抗缺氧能力，以及较强的抗氧自由基作用[5]。 据
研究表明， 黄芪注射液对感染柯萨奇 B2病毒的心肌具有保
护作用，改善微循环，改善心衰病人的心输出量、心脏指数、
每搏量及每搏指数，其主要成份黄芪皂甙Ⅳ具有正性肌力作
用。周苏宁等[6]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黄芪注射液有防治心肌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其机制主要是减少 CK、IDH释放，使
NO和 NOS（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升高。 朱卫华[7]采用黄
芪注射液治疗 10例慢性肺心病，总有效率 90.0%，治疗后心
输出量、心搏量、心脏指数和射血分数等均有所改善，肺动脉
平均压明显降低，血液流变学多项指标与常规对照组比较也
有明显差异，证明黄芪注射液具有改善肺心病患者心功能和
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

本组病例，在综合疗法基础上加用黄芪注射液，疗效明
显，在应用过程中未发现明显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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