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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用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5%， 低于对照组的
4.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用药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3%%%%讨论
西药临床合理应用是指医务人员以西药理论知

识作为指导，在临床实施有效、经济、安全的药物使
用模式，其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西药疗效，并保证
用药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达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然
而，临床发现，西药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
现了一些影响药物安全性的问题，如药物存储、药物
来源、联合用药和给药途径等，这给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健康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3]。 因此，采取有效的
措施强化西药在临床中的合理应用，提高治疗的安
全性与有效性十分必要。

我院对 320例应用西药治疗的患者实施了临床
合理用药管理干预，收效满意。 临床合理用药管理
干预中通过对西药用药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循证依

据，从药品管理、应用管理和人员管理这三个方面着
手，有效地强化了西药临床用药的安全性与合理性。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联合用药不当、 重复用
药、用药剂量不合理、用药方法不合理的发生率分别
为 0.94%、1.25%、1.56%和 1.25%， 均低于对照组的
4.69%、5.00%、5.31%和 4.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可见，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干预使西药用药
更为合理化和规范化， 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
符[4~5]。 同时，研究组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5%，
低于对照组的 4.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这进一步说明有效的临床合理用药管理保证了西药
用药的安全。

总之， 西药临床合理用药管理措施可以有效提
高西药用药的安全性与合理性，适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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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熊胆粉和猪胆粉干预高脂饮食引起脂肪肝大鼠的差异，为替代使用提供实验依据。方法：32 只 SD 大鼠随机
分为四组（每组 8 例）：空白对照组、高脂饮食模型组、熊胆粉干预组和猪胆粉干预组，分别记录体重和肝脏重量的变化，HE 染色法
检测肝脏组织的形态变化，并检测每组血清的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和总胆固醇四个生化指标分析对比肝功能的

变化情况。 结果：熊胆粉和猪胆粉对高脂饮食引起的大鼠体重和肝脏重量的非正常升高均有下降趋势，但熊胆粉有统计学意义；

HE 染色观察熊胆粉和猪胆粉对脂肪肝大鼠肝损伤病理状态的影响，发现熊胆粉能有效改善肝组织的损伤情况，而猪胆粉对脂肪

肝引起的肝损伤变化没有作用；肝功能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发现，熊胆粉能有效降低脂肪肝引起的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

脱氢酶和总胆固醇指标的升高，而猪胆粉只对乳酸脱氢酶有影响。 结论：对脂肪肝大鼠的干预效果，熊胆粉优于猪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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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肝功能代谢紊乱引起的肝
细胞中脂质积累过多引起的病变[1]。 它正严重威胁
人们的健康，在我国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
大肝病[2]。 中医药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的治疗肝
损伤的优势日益明显，故值得深入研究[3~5]。 熊胆作
为传统名贵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提高免疫力、利湿、
退黄、利胆、保肝、抗病毒等作用，在临床上已经广泛
应用于各种肝病，主要包括慢性乙型肝炎、慢性肝病

残留黄疸、慢乙肝并胆囊炎、黄疸型肝炎、高黄疸慢
性乙型肝炎等[6]。 由于熊胆来源的特殊性，使得熊胆
粉极为珍贵。同样含有天然胆汁酸成分，并且来源广
泛的猪胆是否也具有治疗慢性肝病的药效作用，能
否替代熊胆，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以高脂喂养诱
导脂肪肝大鼠为模型， 用熊胆和猪胆对其进行干预
治疗，比较两种胆汁对慢性肝损伤的治疗作用，为临
床用药提供实验依据。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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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供试样品熊胆粉为市面上购买的
熊胆冻干粉，猪胆粉为猪胆汁高速减压离心干燥得
到的胆汁晶体；实验动物和高脂饲料购自上海斯莱
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1.2%%%%实验动物模型 32只 6周龄清洁级 SD大鼠
（实验动物和高脂饲料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
限公司），按体重随机分成四组：空白对照组，模型
组，熊胆粉干预组和猪胆粉干预组，每组 8例。 动物
自由进食、饮水，基础饲料，温度 20~24%℃，湿度
40%~70%[（50±5）%]，风速 0.1~0.2%m/s，气流≥28
次 /min。 自然光照环境中饲养，常规观察 1周后实
验。 造模时，除空白对照组以基础饲料外，其余各组
饲料以高脂饲料（猪油 10%、 胆固醇 2%、 猪胆盐
0.7%、基础饲料 87.3%），饲养 6周，自由饮水。 6周
后脂肪肝模型制备完成[7]。 从第 7周起，干预组分别
用熊胆粉和猪胆粉[0.05%g/（kg·d）]对造模大鼠进行
灌胃干预 4周， 空白对照组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
每周称体重，4周后取材，主动脉采血，取全肝组织。
1.3%%%%实验方法
1.3.1%%%%一般情况观察 大鼠体重称量，观察不同胆
粉对大鼠一般状态的影响。
1.3.2%%%%肝脏形态学变化 取 10%甲醛溶液中固定
的肝组织，通过常规脱水、石蜡包埋进行切片，后经
HE染色，光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改变。
1.3.3%%%%生化指标检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析大
鼠血清肝生化指标：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
脱氢酶和总胆固醇。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8.0软件分析数据，
实验数据以（x%±s）表示，多组均数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大鼠一般状态实验结果 观察实验全程，空白
组大鼠精力充沛，始终保持常规食物摄入量，毛皮白
净光滑，尿液呈淡黄色。 相比之下，模型组大鼠活动
明显减少，同时饮食量较空白组大鼠明显减少。 此
外，毛皮颜色变得油腻，暗淡，而尿液变成了暗黄色。
然而，接受熊胆粉和猪胆粉干预后一般状态有显著
提高，包括运动恢复，毛色不油腻，尿液颜色相对模
型组较淡。
2.2%%%%熊胆粉和猪胆粉干预后对肝损伤模型大鼠体
重的影响 高脂饮食的大鼠体重和肝脏重量显著
增加。 用不同的胆粉药物干预高脂饮食大鼠在体重
和肝脏重量上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

熊胆粉干预后的模型大鼠体重和肝重都有明显的恢
复，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猪胆粉干预的模型大鼠虽
然体重和肝重都有下降，但结果并不显著。 见图 1，
图 2。

图 1%%%%熊胆粉和猪胆粉对脂肪肝大鼠体重的影响

注：与空白对照组对比，##P＜0.01；与模型组对比，**P＜0.01。

图 2%%%%熊胆粉和猪胆粉对脂肪肝大鼠肝重的影响

注：与空白对照组对比，##P＜0.01；与模型组对比，*P＜0.05。

2.3%%%%病理组织学结果 光镜下观察四组大鼠肝脏
病理组织学改变，空白对照组可见肝小叶轮廓清晰，
细胞分界清，核圆，位于细胞中央，胞质丰富，呈嗜碱
性；高脂饮食模型组可见肝小叶结构破坏，肝板排列
紊乱，呈点、片状坏死，肝细胞明显肿胀，胞质中可看
到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圆形脂肪空泡，散在肝细胞
嗜酸性变，小叶中央静脉周围有炎性细胞浸润，有的
肝细胞质中有红色颗粒状 Mallory小体； 熊胆粉干
预组大鼠肝细胞浑浊明显减轻，肝板排列恢复，细胞
内偶有小脂滴； 猪胆粉干预组与模型组没有显著差
别。 见图 3。

图 3%%%%HE染色观察熊胆粉和猪胆粉对脂肪肝大鼠肝组织病理状态的影响

2.4%%%%生化测定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
鼠血清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和总胆
固醇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P＜0.05，P＜0.01）。 与模
型组比较， 熊胆粉干预组四种生化指标均有显著降
低（P＜0.05，P＜0.01）；猪胆粉干预组降低乳酸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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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5页）指南》[13]进行规范诊治。
7%%%%何以“名医不治咳嗽”？
“名医不治咳，治咳丢脸面”本是中医界从古代

流传至今的一句戏说之言。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从
处世来看，有些名医把名声看得很重，心里清楚咳嗽
虽为小病，有时却很棘手，担心一旦失手，会影响自
己的名声；二是从病因病机来看，咳嗽病因繁多，病
机复杂。 即便现代西医对咳嗽的病因病机也有许多
未阐明之处，命名为特发性咳嗽或不明原因咳嗽，更
何况两千多年前的中医呢？ 其实，中医“黑箱”理论，
早在公元前就提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此皆聚
于胃，关于肺”，一语道出咳嗽的基本病因病机，与两
千年后关于咳嗽病因的“受体学说”、关于咳嗽病机
的“反射弧”相吻合，显示出中医学“系统论”思想的
先进性与超前性。 咳嗽难治不是难在用药，而是难
在辨证，难在找出病因来。 中医认为肺体属金，像一
口钟，钟非叩不鸣。 六淫之邪从外面叩它会鸣，饮食
情志、脏腑内伤之邪从里面叩它也会鸣。 其结果是：
咳嗽患者，虚实夹杂，寒热难辨，表里难分，病因不
明，病机不清；纵然你是名医，也难免一头雾水，难以
下药，要么为了保住名声对症治疗，先敷衍几天再慢

慢寻思对策，要么就只有苦心孤诣，寻思些许理由不
治了。总的来说，“名医不治咳嗽”缘于：咳嗽一病，一
则肺为娇脏，二则外邪易触，三则病因繁多，四则病
机复杂，五则容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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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活力有统计学意义，对谷草转氨酶和碱性磷酸
酶的活力影响有下降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
0.05），同时，对总胆固醇含量未起到抑制作用。见表
1。

表 1%%%%熊胆和猪胆对脂肪肝大鼠肝生化指标的影响（x%±s）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

0.01。

3%%%%讨论
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动物胆粉常用于中药治疗

各种慢性肝病。 然而，对动物胆粉疗效对比的研究
甚少。 目前的研究表明，在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脂
肪肝模型中，不同胆汁粉对脂肪肝有不同的生物效
应。 熊胆粉作为一种名贵动物类中药，具有清热解
毒、息风止痉、清肝明目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
现熊胆粉所含的胆汁酸盐能促进脂肪、类脂质及脂
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因此，熊胆粉在控制脂肪肝
大鼠体重、肝重、肝脏病理状态及肝生化指标上均有
显著性的效果；猪胆粉对高脂模型大鼠的整体变化

有降低趋势，但效果不显著。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于猪
胆粉所含的成分与熊胆粉不同所致。 特别是熊胆粉
不仅可以抑制高脂饮食引起的体重和肝脏重量的增
加， 而且还大大减轻肝组织中炎症细胞的浸润和脂
质积累。 这为临床动物胆粉的选择使用提供了实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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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谷草转氨酶
（U/L）

碱性磷酸酶
（U/L）

乳酸脱氢酶
（U/L）

总胆固醇
（mmol/L）

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
熊胆粉干预组
猪胆粉干预组

57.88±8.75
84.23±11.06##
68.19±11.93*
80.49±12.66

132.25±17.43
169.13±33.83#
159.00±17.71*
167.38±35.27

229.18±38.45
290.64±33.58##
212.28±60.59**
249.11±58.70*

1.36±0.12
1.95±0.19#
1.78±0.29*
2.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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