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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疡片对消化性溃疡伴 H p阳性患者

相关细胞因子的影响
邹志红

(湖南省衡阳市中医医院 湖南 衡阳 产 1 20 0 1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胃疡片对消化性溃疡伴 H p阳性患者相关 细胞因子的影响
。

方 法
:

将 200例 消化性溃疡 伴有幽 门螺

杆菌 (H p )感染的 患者随机分 为治 万组和对照组各 100例
,

对照组给予三联万 法
,

治 万组在对照 组治 万基础上给予 胃疡 片治

万
,

分别 于治万前后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血清白介素 8 ( I L 一
8)

、

转化生长因子
一
州 T G F 一

司
、

表皮生长 因子 ( E G )F
、

前列腺素

E Z
( PG E Z

) 水平
,

并对两组患者临床万效及 H p 转阴率进行比较
。

结果
:
总有效率及转阴率治 万组分别为 95

.

0 %
、

%
.

0 %
,

对照

组分别为 84
.

0 %
、

86
.

0 %
,

两组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 两组治 万后 IL
一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
水平均优于治

万前 ( 尸 < 0
.

05 )
,

组间比较
,

治万组优于对照组 ( 尸 < 0
.

05 )
。

结论
:
胃疡 片结合三联万 法对于 消化性溃疡伴有 H p 阳 性有确切

万效
,

其作用机制 可能与提高 IL
一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
的表达水平有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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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疡片是笔者根据临床经验总结 出来治疗消

化性溃疡的有效方
,

前期研究已经证实 胃疡片联合

三联疗法治疗 H p 相关性消化性溃疡
,

可以显著改

善临床症状
,

提高溃疡愈合率及 H p 清除率 〔`〕
。

消

化性溃疡的发生与各种细胞因子的作用密切相关
,

本临床观察主要研究胃疡片对消化性溃疡伴 有 H p

感染患者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规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2 00 例均 为我院 2 0 13 年 6 一 12 月

在我院住院的消化性溃疡伴有 H p 阳性 的患者
,

采

用随机数 字表法 分为两组
。

治疗 组 100 例 中
,

男

5 5 例 友 45 例 ; 年龄 23 一 5 6 岁
,

平 均 ( 34
.

44
士

9
.

4 6 ) 岁 ; 病程 2 一 2 9 个 月
,

平均 ( 14
.

2 5 士 6
.

3 4 ) 个

月 ; 其中胃溃疡 45 例
,

十二指肠溃疡 30 例
,

复合性

溃疡 25 例
。

对照组 10 0 例中 男 58 例 友 4 2 例 ; 年

龄 22
一

57 岁
,

平 均 ( 34
.

47
士 9

.

4 8) 岁 ; 病 程 1 -

3 0 个月
,

平均 ( 14
.

30
士 6

.

3 6) 个 月 ; 其 中 胃溃 疡

4 7 例 ,+ 二指肠溃疡 30 例
,

复合性溃疡 23 例
。

两

组性别
、

年龄
、

病程
、

病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具有可 比性
。

1
.

2 诊断标准 参照 《中西医临床消化病学 》 2[] 中

相关标准拟定
。

( l) 上腹呈节律性疼痛
,

伴 有灼热

感
、

反酸嘈杂
、

恶心呕吐等症状 ; ( 2) 14 C 一
尿素呼气

试验结果呈阳性 ; ( 3) 胃镜检查提示活动性胃溃疡

或十二指肠溃疡 A l 期 ( 溃疡较大
,

深厚苔覆盖 ) 或

A Z 期 (溃疡边缘有再生上皮形成的红晕 )
。

2 治疗方法

2
.

1 对照组 采用三 联疗法治疗
。

洋托 拉哩
,

每

次 4 O m g 口服
,

每天 3 次 ; 克拉 霉素
,

每次 SO Om g 口

服 海天 2 次 ; 阿莫 西林
,

每次 I 0 00 m g 口服
,

每天

2 次
。

2
.

2 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 胃疡 片治疗
。

药物组成 : 黄蔑
、

白芍各 巧 g
,

丹参 20 9
,

蒲公英 30 9
,

柴胡
、

积实各 1鲍 黄连 12 9 吴茱英
、

沉香
、

三七粉各

6 9
,

白及 10 9
。

由本 院药剂室制作
,

每片 80 m g
。

于

饭前服 2 片 海天 2 次
。

两组均 以 2 周为 1 个疗程 治疗 2 个疗程 后测

定指标 比较疗效
。

3 治疗结果

3
.

1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检测两组患者血清 IL -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Z

表达量
。

T G F 一 。 采用放射

免疫分析 江
一 8

、

E G F
、

P G E :

采用酶联免疫试 剂检

测
,

试 剂盒 均 由武汉 博士德生物科技有 限公 司提

供
。

按操作说 明由专人操作
。

治疗 结束后对 两组

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并采用
` 4

c 一 u B T 方法对 H P 转

阴率进行检测
。

3
.

2 疗效标准 运用 胃镜疗效评估标准
。

痊愈 :

溃疡及炎症全部消失 ; 显效 : 溃疡消失但周围仍有

炎症 ; 有效 : 溃疡 面缩小 > 50 % ; 无效 : 溃疡面无 变

化或缩小 蕊 50 %
。

3
.

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 P SS 19
.

0 软件 包进

行分析 ,+t 量资料用 (歹士 、 )表示 采用 t检验
,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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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采用 才检验 尹 <0
.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计学意义 ; 治疗后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

3
.

4两组临床疗效及 H p转 阴率比较 总有效率 学意义
。

(见表 2)

和 H p转阴率治疗组分别为 95
.

0 %
、

%
.

0 %对照组 表 1两组临床疗效及 H p转阴率比较 (例 )

分别为 8 4
.

0 %
、

8 6
.

0 %俩组 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 绷
。
痊愈 劲 徽 徽 涌瓣% Hp转阴数 饰瓤率%

意义 ( p < 0
.

0 5 )
。

( 见表 l ) 治疗组 100 27 38 30 5 95
.

0
a

96 96刀
a

3
.

5 两组治 疗前后 IL 一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Z

表 21竺胆已翌二兰̀ 塑一止址已 )一才型一一止{一一一止翌匕一

达量的 比较 两组治疗前后组 内比较差异均 有统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 a

尸 < 住 0 50

表 2 两组患者 IL
一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

表达量的比较 ( 牙士 、
)

组别
n

时间 I L 一 8 T G F 一 。 E G F P G E Z

治疗组

对照组

1 0 0

1 0 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1 7
.

9 5 士 8
.

5 6

9
.

7 8 士 3
.

2 3
“ b

1 8
.

0 1 士 8
.

5 4

1 2
.

4 5 士 4
.

3 4
“

5
.

4 5 士 1
.

3 4

1 0
.

8 5 士 3
.

5 6
“ b

5
.

4 3 士 1
.

3 7

8
.

6 5 士 2
.

7 8
“

2 3 5 4
.

5 4 士 7 6 5
.

7 6

4 6 7 8
.

6 7 士 9 8 7
.

4 5
“ b

2 3 5 8
.

5 8 士 7 6 3
.

6 3

4 04 3
.

5 6 士 8 6 7
.

6 3
“

5 2 3
.

5 士 1 0 3
.

5 7

1 1 2 3
.

5 6 士 4 0 5
.

7 6
“ b

5 19
.

7 4 士 1 0 5
.

6 7

8 04
.

6 3 士 3 4 5
.

7 6
“

注
:
与本组治 万前比较

, a

尸 < 0
.

05 ; 与对照组比较
, b尸 < 0

.

05
。

4 讨 论

现代医学认 为
,

H p 是消化性 溃疡 发生发展 的

主要原因 3[] 肩资料显示 H p 进入到 胃后 能使淋巴

细胞
、

中性粒 细 胞等 细胞 因子浸 润
、

诱 发 免 疫反

应 4[] 肩学者甚至认为检测消化性溃疡患者血清中

G as
、

T G F 一 。 和 IL 一 8 水平的变化可作为病情及预

后评估 的重要指标 5[]
。

国外学者证实 喃乳动物体

内的 T G F 一 。 可促使损伤的胃肠道私膜迅速恢复增

生的能力 6[]
。

E G F 是一种重要的生物活性肤 在胃

肠道的主要作用是抑制 胃酸分泌 捉进 胃肠私膜细

胞的增生和修复 v[]
。

同时具有促进上皮增殖
、

组织

修复和细胞保护作用
,

对维持 胃肠私膜完整性方面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8[]
。

张志勇等 9[] 发现活动期

消化性溃疡患者的唾液 内 E G F 浓度明显低于正 常

人 而在溃疡愈合期 则在正常范 围
。

P G E Z

具有保

护胃私膜 的作用
。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加 胃

私膜私液分泌
、

促进表面活性磷脂的释放及清除氧

自由基等 [` o 一 “ ]
。

消化性溃疡根据临床症状可属于中医的
“
胃肤

痛
”
范畴 其病因多为饮食不洁

、

脾 胃受损导致湿热

或寒湿之邪蕴于脾 胃
,

阻滞 气机而 出现 肤腹胀满
、

暖酸等症状
。

愈疡片具 有理气止痛
,

清 热制酸
、

活

血化痕的作用 〔`〕
。

方中黄连
、

蒲公英
、

白及等均 有

不同程度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功效 [` 2 ]
。

本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

治疗组和对照组均出现

IL 一 8 水平降低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Z

表达量提高
,

但治疗组在治疗后对各指标的改善优于对照组 沮

临床有效率 以及 H p 转阴率也优于对照组
。

因此笔

者推论 胃疡片治疗消化性溃疡伴 H p 的阳性的作用

机制可能与提高 IL 一 8
、

T G F 一 。 、

E G F
、

P G E Z

的表达

水平有关 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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