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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住院治疗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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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终末期肾

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XV

的

发病有多种不同的细胞及细胞因子参与%其中最主要的发病机

制有糖脂代谢紊乱&组织缺氧&氧化自由基形成&炎症信号通路

的激活&血流动力学的改变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
)

<

醛固酮系

统"

Q-M

系统#激活等%然而其具体的分子作用机制仍未阐明$

近年来%氧化应激学说成为
XV

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改善机

体氧化应激状态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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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糖尿病慢性并发症)

+

*

$还原型

谷胱甘肽具有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作用%从而起到保护受损

肾脏的作用$目前%还原型谷胱甘肽多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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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素是提取于野葛或甘葛藤根中的一种黄

酮苷类%目前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主要作用为

扩张心脑血管%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及改善微循环&抗血小板

聚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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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采用葛根素注射液联合还原型谷胱甘肽治疗

+BB

例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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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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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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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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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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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重庆市中

医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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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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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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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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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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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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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组患者年龄&体质量&性别&病程&疾病分期等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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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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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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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或还原型谷胱甘肽过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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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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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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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两组患者均予以健康宣教%指导患

者严格遵从糖尿病饮食%且两组患者均予以控制血糖&血压&血

脂等一般治疗$根据患者病情口服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降血

糖治疗%使空腹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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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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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注射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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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静脉滴注%每日
+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注射用葛根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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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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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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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两

组患者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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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治疗前&后上述各项指标%并评价其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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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血糖&血压&

血脂较治疗前均有改善%但观察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见

表
+

$

"C"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肾功能指标变化"包括
#DV

&

M,;

&

!*/

尿总蛋白及清蛋

白&

*

!

<N]

&尿
V-]

水平#%观察组治疗后较治疗前肾功能各指

标均明显下降"

#

#

BCB+

#%对照组治疗后肾功能各指标较治疗

前均下降"

#

#

BCB.

#!观察组治疗后肾功能各指标与对照组治

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CB.

#%即观察组改善肾功

能的疗效优于对照组%见表
!

$

"C#

!

不良反应
!

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

畏寒&头晕头痛&肌肉酸痛等不良反应%且无
+

例患者退出本

研究$

#

!

讨
!!

论

!!

研究表明%约有
.BU

的糖尿病患者可并发肾脏疾病)

*

*

$

XV

是由糖尿病引发的慢性微血管病变%其临床表现主要包括

肌酐&尿素氮升高&水肿&蛋白尿等%其主要病理表现为肾小球

系膜细胞增生及细胞外基质增多%即肾小球基底膜增厚%从而

引起肾小球硬化及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最终导致肾衰竭%是导

致
XV

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

$

近年来研究表明%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机制与机体的氧化应

激作用增强及血流动力学改变关系密切)

F<)

*

%其中氧化应激作

用增强则是促进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机

体在正常情况下%氧化应激反应所产生的氧化自由基可被机体

的抗氧化系统所清除!当糖尿病时%机体糖代谢及组织氧化代

谢紊乱可引起微血管病变%继而产生大量的活性氧簇"

Q$M

#蓄

积体内%而过量的
Q$M

可激活机体转录因子及信号转导级联

通路%从而使肾脏基底膜增厚&增加肾小球滤过率%启动
XV

的

发病机制并参与疾病发生发展$因此%通过抗氧化治疗及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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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微循环障碍等治疗措施%可控制
XV

患者的病情进展及改

善其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各种致病因子使
XV

患者体内谷胱甘肽明显减

少%故通过补充外源性谷胱甘肽可改善糖尿病患者肾损害)

(

*

$

研究发现%葛根素不仅可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及降低微循环的

血液黏度改善
XV

患者微循环状态%还能显著抑制非酶基化反

应%改善肾脏系膜区的结构&功能及减少尿清蛋白形成%从而改

善
XV

患者肾功能$本研究发现%在降糖&调脂&降压等一般治

疗的基础上%予以葛根素联合还原型谷胱甘肽治疗
$

期
XV

患

者较单用还原型谷胱甘肽组能够更好地减少尿蛋白排泄%降低

尿
V-]

和尿
*

!

<N]

水平%有效降低血清
M,;

&

#DV

及
!*/

尿

总蛋白%从而改善患者的肾功能$这可能与葛根素能抑制血小

板聚集%抑制机体非酶基化反应有关%从而有效改善肾血流量

和肾小球滤过%逆转肾功能和改善蛋白尿)

+B<++

*

$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降糖&降压&调脂等一般治

疗%对照组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平常还原型谷胱甘肽%观

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葛根素注射液联合治疗
$

期糖

尿病肾病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糖&血压&血脂

均得以改善%肾功能各项指标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显下降

"

#

#

BCB.

#%但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在改善血糖&血

压&血脂及肾功能方面效果疗效更为显著"

#

#

BCB.

#%二者联

用发挥了明显的协同作用%对于改善
XV

患者病情效果更

显著$

综上所述%

$

期
XV

患者采用葛根素联合还原型谷胱甘肽

治疗不仅可改善患者血糖&血压及血脂等基本情况%对于改善

肾功能也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从而延缓
XV

患者的肾脏损

害%且药物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因此可作为
$

期
XV

患者综

合治疗的措施之一%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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