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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安神定志'凉血行气功效+主要用于气血逆乱&脑脉瘀阻所

致中风昏迷&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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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肢体偏瘫&外伤头痛呕恶&酒毒攻心&神

志昏迷抽搐!如急性脑血管意外'颅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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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通过血
%

脑屏障&抑制炎症因子'抑制缺血再灌注诱导的脑神

经细胞凋亡'降低脑脊液中内源性致热原'减轻脑水肿'清除自

由基'改善大脑血氧供应'保护脑细胞'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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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现就近年

来醒脑静注射液在临床防治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方面的应用进

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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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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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脑缺血再灌注自噬反应
!

通过磁共振成像检测大脑

中动脉栓塞大鼠模型!

D

K.(_

"脑梗死的体积&用免疫印迹法

检测大鼠细胞内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来研究醒脑静注射液腹

腔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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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性脑缺血再灌注后缺血的神经保护作用&结

果发现&醒脑静组脑梗死体积比例小于对照组&促自噬蛋白

;7B3A6!

和自噬相关蛋白
+.,

的表达量在醒脑静组均下降&抗

凋亡蛋白
;B3%0

的表达增加&醒脑静注射液提高损伤脑细胞的

存活率的脑保护机制可能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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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腺嘌呤的抑制自噬作

用&拮抗雷帕霉素的促自噬作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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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

作用的方式抑制大鼠脑缺血再灌注的自噬反应产生的$

0%,

%

+

!&"

!

减轻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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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鼠线栓法构建脑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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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模型&醒脑静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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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脑梗死体积&缓解神经功能缺损症状&降低脑组织中一氧化

氮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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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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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减少血清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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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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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其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机制可能与

抑制炎性介质释放&减轻炎性反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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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扎双侧颈总

动脉法造成急性脑缺血模型&醒脑静注射液可降低大鼠血清肿

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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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

#

"'细胞间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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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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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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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抑制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炎性反应的作用$

S

%

+

!&#

!

抗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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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醒脑静治疗组可减轻脑组织水肿&缩小梗死面积&降

低神经细胞凋亡数目&减轻脑组织病理损害&延缓氧自由基的

产生&发挥抑制由缺血再灌注诱导的脑神经细胞凋亡&起到一

定程度的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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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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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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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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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为模

型组'醒脑静组'丁苯酞组&在缺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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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脑静可显著降

低缺血侧脑组织中丙二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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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提高横木行走能

力评分&提高前肢抓握力&降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缩短撕除潜

伏期&醒脑静对缺血性脑损伤保护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脂质过

氧化反应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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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从而改善氧化损伤进行的+马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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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肾双夹肾血管高血压大鼠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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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醒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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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降低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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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减轻神经损伤症

状&能减轻脑缺血损伤&其神经保护作用机制可能与拮抗氧自

由基损伤有关+魏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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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醒脑静可明显降低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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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行为障碍'脑梗死率&明显抑制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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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

升高和乳酸脱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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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的下降&并呈一定的剂量依赖

性起到缺血脑损伤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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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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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免疫炎性反应
!

贾玉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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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

用醒脑静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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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老年脑梗死&发现醒脑静注射液

组可明显降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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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S

的表达&减少继发性

脑组织损伤+千玲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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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醒脑静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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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改

善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医症候评分和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还能显

著降低患者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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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说明醒脑静注射液可通过抑制炎

性介质的释放改善脑梗死患者的临床症状+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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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血小

板凝聚'神经保护'改善大脑血循环等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醒

脑静注射液
0"L+

治疗老年急性脑梗死患者
!15

&发现醒脑

静注射液可明显降低患者
QaTRR

评分&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a+%

!0

的水平&改善神经功能障碍+王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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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医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
!""

例&发现醒脑静注

射液可明显降低神经功能缺损!

QaT

"评分&减少血清
a+%!0

的

表达&其脑保护的作用机制可能是抑制细胞因子
a+%!0

表达&

降低微环境+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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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降颅压'抗凝'降纤维化'营养脑

细胞'改善脑循环代谢等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醒脑静注射液治

疗脑梗死
,

周&发现醒脑静可显著降低纤维蛋白原'血脂和血

液黏度&升高
;4E>P73

指数&改善
QaT

评分&降低血清
JQ)%

#

'

a+%!"

的水平&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JQ)%

#

'

a+%!"

介导

的炎性反应进行+李莹等$

!#

%发现醒脑静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急

性期
$5

&可明显降低
QaTRR

评分及证候积分&降低白细胞总

数!

W;.

"'中性粒细胞比值!

Q̂ Z

"&抑制
JQ)%

#

'血浆内皮素

!

Ĵ

"'

a+%H

的表达&提示醒脑静注射液对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

的神经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其免疫炎性反应&减轻脑水

肿+也有临床研究发现&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可明

显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降低
a+%!

'

a+%H

'

a+%!0

的水平&

具有明显抗炎&改善脑功能及促进脑梗死临床康复的作

用$

0"%0!

%

+张兰起等$

00

%采用醒脑静注射液干预治疗急性脑梗死

患者
!'5

后发现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

!

KK*%#

"水平降至正

常&尤其是大面积梗死亚组较明显&其减轻脑缺血损伤'再灌注

损害及脑水肿作用可能与降低
KK*%#

水平密切相关+

"&"

!

参与新生血管形成
!

张晓玲等$

0,%0'

%在常规给予抗血小

板聚集'他汀类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醒脑静注射液
0"L+

治

疗急性脑梗死患者
!'5

&可减少脑梗死灶体积&降低
QaTRR

评

分&促进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 -)

"和血小板衍生内皮细

胞生长因子!

*:%̂ .-)

"表达&参与新生血管形成&起到保护脑

缺血后神经细胞作用+

"&#

!

抗自由基
!

采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

察发现醒脑静注射液
0"L+

可显著升高
QaTRR

评分和日常

生活能力缺陷评分!

(:+

"&降低血清
K:(

'

Q_

和白三烯水

平&提高治疗总有效率&加速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的恢复&起

到减轻急性脑梗死后的自由基反应作用$

01%0$

%

+

"&$

!

其他
!

苗榕生等$

0S

%采用醒脑静注射液
0"L+

治疗急性

脑梗死
0

周后&用荧光活化的细胞分析!

9(.R

"测定人血中
J

细胞亚群
.:'

'

.:S

及其比值的变化及细胞黏附分子
.:!!F

'

.:1'

&发现醒脑静注射液可明显抑制
.:!!F

'

.:1'

表达&调节

J

细胞
.:'

的表达&增加
.:'

'

.:S

的表达&提高
.:'

(

.:S

比

值&恢复免疫功能+钟楚锋等$

0#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醒脑

静注射液合用脑蛋白水解物治疗急性脑梗死
!'5

后&观察到

可显著性改善患者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

)K:

"&改善患

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张玲$

,"

%采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老年

脑梗死患者&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观察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变

化&发现治疗组双侧大脑中动脉!

K.(

"的峰流速!

e*

"及平均

流速!

eK

"升高&双侧
K.(

流速对称性即差值!

:e*

&

:eK

"

降低&明显改善了
K.(

血流动力学参数&提高
QaTRR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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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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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1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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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伊艳清$

,!

%发现醒脑静能改善急性脑梗死患者
QaT

评分'

;4E%

>P73

指数评分&降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等血液流

变学指标&减少神经功能损伤+李虹$

,0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

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脑卒中&实现靶向神经血管单元保护作

用&可明显提高其临床疗效&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Z

&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1&SZ

+

#

!

小
!!

结

综上所述&醒脑静对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多个病理环节

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影响&充分发挥了中医药多靶点'多组分'

多途径的整合调节的特点和优势&醒脑静为复方制剂&主要成

分为麝香&为醒神回苏要药&冰片和郁金可辅助麝香开窍醒脑+

其主要化学成分可能为麝香酮及樟脑&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

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脑缺血再灌注自噬反应'减轻炎性反

应'抗细胞凋亡'抗氧化'参与新生血管形成'调节
J

细胞

.:'

(

.:S

的表达&降低血液黏度等环节进行&从而提高对缺血

性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

该药具体使用时机缺乏统一标准,临床研究虽很广泛应用但标

准不一致&无大量的样本资料及循证医学的证据,药代动力学

的研究不够深入等+因此&今后的研究方面应进行分子水平靶

点和整体效应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从更深层次上揭示醒脑静对

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干预作用的内在机制&提高疗效与安全

性,将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对其进行规范化的深入研究&

临床应用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可能成为未来的一种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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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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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

之一&其发病率在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仅次于宫颈癌和子宫

内膜癌&位居第三&但病死率却高居首位+卵巢癌在早期并无

特异性临床表现&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发生癌细胞的转移'侵

袭&近期文献报道卵巢癌的
1

年生存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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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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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会复发&且预后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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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

上卵巢癌的治疗方法是以肿瘤细胞减灭术为基础并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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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个疗程的紫杉醇和铂类为主的联合化学治疗&其完全缓解可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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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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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复发率和复发后的高耐药率是导

致其高病死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针对卵巢癌的转移'

诊断及治疗等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微小
9Q(

!

LABE=9Q(

&

LA9Q(

"是一类新近发现的具有

调控基因作用的内源性非编码短序列
9Q(

&

LA9Q(

表达谱的

变化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迁移'浸润'转移密切相关&

LA9Q(

在反映肿瘤疾病进展及预后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价值&有可能成为癌症治疗的新靶点$

,

%

+在卵巢癌中&通过对

LA9Q(

表达量的分析&不仅可以探究
LA9Q(

与卵巢癌的发

生'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也可以对卵巢癌的诊断'治疗及预后提

供新的靶点+

!

!

LA9Q(

!&!

!

LA9Q(

的特点及结构
!

!##,

年
+77

等$

'

%对秀丽新小杆

线虫进行研究时&发现了第一个
LA9Q(

的家族成员///

3A6%

'

&其虽然不参与编码蛋白质&但可调控秀丽新小杆线虫胚胎后

期的基因表达+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发现
LA9Q(

是一类小

分子非编码的单链
9Q(

序列&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中&人体

内除
V

染色体以外的所有染色体中均分布
LA9Q(

的基因$

1

%

+

根据
LA9F4O7

的统计数据&截至
0"!'

年
H

月&从动'植物和病

毒中已发现的
LA9Q(

多达
0SH'1

个&其中包含的人类
LA9%

Q(

超过
0"""

个+人类的
LA9Q(

可以调控
H"Z

的人类基因

的表达&其表达具有时间和组织特异性&在生物发育过程中发

挥着包括早期发育'细胞分化'代谢'增殖'细胞周期调节'炎症

及免疫系统等生理过程$

H%#

%

+

LA9Q(

的分子结构特点为#前体

LA9Q(

!

D

E7%LA9Q(

"常形成分子内茎环结构&成熟
LA9Q(

本

身不含有开放阅读框&

1̀

端有一磷酸基团&

,̀

端为碱基&

LA9Q(

能够特异性识别靶基因的
L9Q(

的
,̀

端的非编码区!

<6>E46O%

34>75E7

@

A=6O

&

NJ9

"&并与之互补配对&其互补配对的程度决定

了其对
L9Q(

的作用特性+若为完全互补配对&靶基因的

L9Q(

即被机体降解,若为部分互补配对&则靶基因的
L9Q(

的翻译作用会被抑制$

1

%

+

!&"

!

LA9Q(

的合成
!

LA9Q(

的合成是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中

进行的+在细胞核内&基因组
:Q(

由
9Q(

聚合酶
'

!

D

=3

8

%

L7E4O7

'

&

D

=3

'

"转录生成
D

EA%LA9Q(

&

D

EA%LA9Q(

在核酸酶

:E=OP4

和其辅助因子
*4OP4

(

:-.9S

的作用下被处理成
$"

个

核苷酸组成的具有茎环结构的
D

E7%LA9Q(

$

!"

%

+通过输出蛋白

1

和
E46%-J*

将
D

E7%LA9Q(

从细胞核内运送到细胞质中&由

:AB7E

酶处理成为含有
0!

"

0'

个核苷酸的双链小分子

9Q(

$

!!

%

+双链的
LA9Q(

组装成核糖核蛋白复合物&被称为

沉默复合体!

9aR.

"

$

!0

%

+

9aR.

诱导双链
LA9Q(

分子解链成

为长约
0!

"

00

个核苷酸的单链小分子
LA9Q(

+

LA9Q(

基因

的突变'易位或丢失&以及在遗传分子合成过程中的任一环节

的发生异常都会导致
LA9Q(

表达水平的改变&从而引起疾

病&如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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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9Q(

与卵巢癌

"&!

!

卵巢癌中
LA9Q(

表达谱的变化
!

最近的研究发现&不

同
LA9Q(

在卵巢癌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一些
LA9Q(

在

卵巢癌中的表达受到抑制&可以看作抑癌基因,另一些
LA9Q(

在卵巢癌中表达增加&可以看做促癌基因+

a=E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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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

较
LA9Q(

在卵巢癌组织与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的变化&发现

LA9Q(%!##4

'

LA9Q(%0""4

'

LA9Q(%0""F

'

LA9Q(%0""

明显高

于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而
LA9Q(%!'"

'

LA9Q(%!'1

'

LA9%

Q(%!01F!

在癌组织中表现为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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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A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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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LA9Q(%!1

'

LA9Q(%!H

在卵巢癌组织中表达下调&

LA9Q(%,!

在浆液性卵巢癌细胞和组织中均低表达&是卵巢癌的抑癌基

因$

!1

%

+有研究者发现&

LA9Q(%0""4

'

LA9Q(%0""F

及
LA9Q(%

0""B

在浆液性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的卵

巢组织$

!H

%

+针对不同
LA9Q(

在卵巢癌中的表达高低及所起

的作用不同&可以考虑将敏感表达的
LA9Q(

作为筛查指标之

一&以期对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提供更加特异的分子标志物+

"&"

!

LA9Q(

对卵巢癌转移及侵袭能力的影响
!

LA9Q(

与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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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基互补配对识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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