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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又称脑梗死!是由于脑动脉闭塞导致的脑组织梗死!伴随着神经元'星形胶

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激活后的损伤!是现代社会致死和致残的最重要的中枢神经系统血管事件&高血压'糖

尿病'高胆固醇'吸烟'运动少'营养'睡眠呼吸暂停等多种危险因素对脑卒中的发病率有影响&由于医疗技术

水平的提高!脑卒中导致的病死率逐渐下降!但是临床上针对脑卒中的治疗效果不佳&本文重点对溶栓药物'

神经保护剂及机械取栓治疗的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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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疾病#尽早使阻塞的血

管通畅#梗死面积最小化*重建缺血区血流循环*挽救

缺血半暗带减少对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临床挽救脑梗

死者的首要措施)迄今为止#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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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注仍然是治

疗缺血性卒中的金标准)然而#

=.67

只在一定的时间

窗内有效#且对再灌注损伤无效)目前的治疗方法在

脑缺血患者中临床疗效不理想#并且由于诸多原因的

限制#接受
=.67

血管内治疗的机会有限#因此#需要

探究疗效更好*适用性更广泛的疗法)神经保护疗法

旨在通过不同的靶点来减轻缺血和再灌注损伤#是目

前很有前景的辅助疗法)此外#血管内机械取栓作为

治疗急性脑卒中的一种新技术#有助于血管再通#具

有很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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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早期溶栓治疗与患者病死率及其以后的

生活质量直接相关)近
'

年来#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

和预防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主要为全面论证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介入治疗的疗效)除此之外#在预防复发性

脑卒中的药物治疗和大量新型抗凝剂用于预防栓塞

源性脑卒中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溶栓药物通过激活

纤溶酶原形成纤溶酶打破纤维蛋白分子之间的交联#

破坏血凝块的完整性#从而溶解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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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奈普酶与阿替普酶
!

阿替普酶是一种含
21)

个氨基酸的糖蛋白#具有促进体内纤溶系统活化的作

用#主要用于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及其他血管疾病)由于阿替普酶对纤溶酶原的选

择性地激活作用#出血并发症较少见)替奈普酶是阿

替普酶的变异体#具有更长的半衰期#与纤维蛋白结

合的特异性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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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身纤溶活性的影响较小#

血浆
"

1.

抗纤酶的消耗也较少#二者溶栓原理相似#但

是关于二者确切疗效的研究未有定论)在急性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中#阿替普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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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纤溶系

统受到严重破坏#而替奈普酶
%&12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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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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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此

现象)在阿替普酶
.

替奈普酶溶栓治疗脑卒中的研究

中#阿替普酶降低脑出血的概率与替奈普酶相一致#

但替奈普酶引起的凝血和纤溶系统的破坏明显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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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奈普酶的
$

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其成果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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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内溶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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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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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是脑卒中神

经病学最重要的进展)动脉内溶栓被证明是治疗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安全高效的方法#其用药剂量小*血

管再通率高#但操作费时#容易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肝

素的使用增加出血风险)静脉注射重组组织型纤溶

酶原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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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急性脑梗死最为有效的药物治

疗方法#可溶解血栓中的纤维蛋白#通畅阻塞的血管#

这种疗法称为静脉溶栓疗法)发病早期$

'?

内最佳&

静脉溶栓可在缺血组织尚未发生坏死之前通过溶栓

药物使阻塞的血管再通#挽救缺血脑组织)此法操作

简便*无需血管造影#容易开展#疗效确切#但溶栓时

间窗狭窄#出血*药物过敏*再闭塞等并发症也是不可

忽视)荟萃分析发现动脉内溶栓并没有比静脉内溶

栓显示出显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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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和动脉联合溶栓
!

静脉溶栓仍然是基本治

疗方法#虽然受限因素和并发症多种多样#但在适当

的时间窗内仍然适用)

=.67

治疗是症状发作
0&2?

内的脑梗死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并且被证明是减少

脑梗死致残率唯一的循证医学$非导管&治疗方法)

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静脉和动脉内溶栓常一

起使用#被称为桥接疗法)它结合了静脉溶栓的广泛

应用和再通率更高*溶栓效果较好的动脉溶栓#但仍

然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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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增强溶栓
!

目前部分患者血管再通失败的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微循环不复流)微泡介导的超

声溶栓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脑血栓的方法#它基于

超声波驱动微泡空化#通过局部机械应力加速血栓溶

解)因为一些富含血小板的血栓拥有很完整的交联纤

维蛋白网络#本该比超声波破碎红细胞丰富的血栓更

不敏感#但是有了这些微泡的声空化#可能更容易使

富含血小板的血栓碎裂)因此#微泡介导的超声溶栓

再通作为辅助手段#是可以改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预

后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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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保护制剂

!!

神经保护治疗是针对急性缺血期脑实质的方法#

它是溶栓治疗的替代或辅助疗法)尽管溶栓治疗脑

缺血存在一定的有效性#但是由于缺血的级联反应#

神经保护仍然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策略)它阻断

缺血或缺血期间导致脑组织损伤的细胞生化和代谢

的过程)神经保护和溶栓联合应用对急性缺血性卒

中治疗至关重要)一方面#再灌注可能有利于促进神

经保护剂在缺血组织的使用#另一方面#神经保护应

通过抑制血管神经单位的炎症和氧化应激来抵消再

灌注损伤的有害影响#从而提高溶栓的疗效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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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红细胞生成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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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起源于肝肾的促进红细胞生成的细胞因子#其

作为一种神经保护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指

出#

46_

显著降低脂多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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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小鼠脑中炎性因子基因的表达#减弱小胶质细

胞激活#对这方面进一步研究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神

经保护疗法'

2

(

)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通过依赖半胱

天冬酶机制对抗缺氧损伤#减少细胞凋亡#发挥神经

保护作用#缺氧损伤后的病理性*持续性
48̀

活化能

通过
46_

预处理而减弱'

)

(

)临床研究显示#

46_

治

疗后研究组的
aOPQQ

评分较治疗前有明显的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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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有抑制丙二醛的作用#增

加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抑制细胞的凋亡#从而保护

缺血脑组织'

-

(

)目前#

46_

作为神经保护剂在脑缺血

患者中的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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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磷胆碱
!

胞磷胆碱是胞苷
.2%.

胆碱的外源性

形式#是磷脂酰胆碱生成的重要中间体#也是细胞膜

磷脂的生物合成所必需的#在脑缺血过程中降解为脂

肪酸和自由基)实验模型中胞磷胆碱能恢复线粒体

796

酶的活性#表明其是潜在的神经保护药物'

/

(

)有

研究报道#胞磷胆碱可激活脑代谢#改善脑功能#增强

上行网状结构激活系统功能#广泛运用于脑损伤后的

脑功能恢复'

(

(

)低血糖大鼠的研究显示!胞磷胆碱能

减少低血糖后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及海马区
O

F

]

渗漏#

逆转
]Q.a4M

还原和锌转运体
'

的免疫反应性#增

加胆碱乙酰转移酶表达#对低血糖所致的脑损伤具有

潜在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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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由肝脏产

生的多功能多效性蛋白#在血浆蛋白中含量最丰富)

有研究指出#

7̂ N

可以减少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的脑

损伤和功能缺陷'

$$

(

)一项关于脑卒中的研究结果显

示#在
1?

内开始高剂量
7̂ N

治疗的大型心栓性

$

aOPQ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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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有好转趋势#表明临

床前设置的某些缺血性脑卒中亚组可能受益于这种

治疗'

$1

(

)沙土鼠脑缺血的研究结果表明
7̂ N

在

L7$

区小胶质细胞损伤后表达#表明缺血诱导的神经

元损失)因此#

7̂ N

表达可能与短暂性脑缺血后

L7$

区域中缺血诱导的延迟性神经元死亡相关'

$'

(

)

神经状态的恶化对应着脑梗死中由于严重的分解代

谢过程而导致的血清
7̂ N

水平的降低)虽然目前在

高等动物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开展#但是就以上的研

究结果来看#

7̂ N

的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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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镁
!

镁离子在体内参与
'%%

多种酶联反

应#还是三磷酸腺苷代谢的关键所在%在临床上可抑

制中枢神经系统#松弛骨骼肌#具有镇静*抗痉挛及减

低颅内压等作用)硫酸镁用于院前急救是安全的并

且允许在脑卒中症状发作后
1?

内开始使用#但它并

没有改善患者在
(%!

残疾的结果'

$0

(

)目前国内在硫

酸镁对脑缺血的神经保护方面的研究甚少#但国外研

究显示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药物)一项关于辐射后
Q5

大鼠脑缺血的研究提示!镁能减轻钙的升高#改善氧

化还原#降低丙二醛浓度#对损伤的脑组织起保护作

用'

$2

(

)最新国外临床研究显示'

$)

(

!硫酸镁作为低温

治疗足月新生儿脑病辅助手段#对于胎儿的神经保护

作用较明显)但是介于其可能对神经元细胞的不利

影响#为了确保人体临床试验中硫酸镁神经保护的安

全有效#临床前评估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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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抗坏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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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P77

&

!

5P77

在脑梗死动物模型中#静脉内
5P77

容易

进入大脑#并在正常和缺血性脑中转变为保护性抗坏

血酸)此外#除了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和快速渗透

脑并转化为保护性抗坏血酸$

77

&外#

5P77

有以下

优点!$

$

&在缺血性脑中#

77

可以通过静脉注射

5P77

而急性下降%$

1

&在正常和缺血脑中将
5P77

还原为
77

后#可以减少维生素
4

和谷胱甘肽的氧

化%$

'

&

77

本身可以保护大脑免受有害活性氧的损

害%$

0

&

77

是脑中几种酶的基本辅助因子#其上调保

护性分子的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

2

&转化为
77

后

的
5P77

妨碍了缺血性脑中脂质氧化'

$-

(

)

虽然没有严格的药理学依据#但是低温对脑缺血

的神经保护作用是存在的)重症监护室的冷藏处理#

器官移植中低温保护器官的功能等#低温几乎影响每

一个细胞及其代谢过程'

$/

(

)低温治疗可能作为一种

有效的神经保护法#它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的作用是

巨大的#此假想提出主要是由于低温下!$

$

&自由基的

产生受抑制%$

1

&限制炎症介质%$

'

&抑制兴奋性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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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影响%$

0

&影响缺血引起的钙内流等)

对脑梗死患者进行神经保护治疗失败经验表明#

在临床前领域和临床中都需要实施新的策略)目前

有的药物在动物实验有效#而在临床试验中无效#可

能是因为!$

$

&种属差异%$

1

&大多数临床前实验中药

物的有效性通过组织学上梗死体积的减少来评价#而

临床采用神经系统功能评价标准来评定%$

'

&动物模

型常采用成年动物#而脑卒中患者多年老且有多种慢

性病%$

0

&动物实验中#缺血前或后立即给予神经保护

剂#而临床选择的治疗时间窗为脑卒中后
)?

或更久%

$

2

&临床上为避免药物毒性#减小剂量及血脑屏障的

药效影响)

B

!

抗
!!

栓

B&@

!

抗血小板药物
!

在过去的
$%

年中#血管内装置

$特殊导管*球囊*抗栓塞装置等&的爆炸性发展和脑

卒中的二级预防药物治疗学的快速出现#例如新的抗

血小板药物*新型抗凝药物*他汀类药物等)抗血小

板治疗和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有效性是众所周知的)

在血管内皮损伤时#常有血小板聚集在这些部位#减

少血流区域#导致缺血和梗死)这类药物能减少血小

板聚集#从而减少血栓及血凝块形成#让血管保持通

畅)为了好的效果或特异性#不同的抗血小板药物可

以联合使用#称为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或联合治疗)这

些联合疗法通常需要使用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

因此#无论单药治疗还是双重治疗#阿司匹林都是常

用的)因为阿司匹林是唯一早期治疗脑梗死有效的

抗血小板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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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阿司匹林单药治疗
!

目前最广泛被接受和使

用的血小板抑制剂是阿司匹林#由于许多血小板抑制

剂正在进行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试验#阿司匹林将不

再是唯一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的作用是

通过血小板中的环氧合酶
.$

$

L_U.$

&使丝氨酸
.21(

乙

酰化#从而抑制它的作用)国际卒中试验发现脑梗患

者在症状出现
0/?

内服用
'%%E

F

阿司匹林#经过
$0

!

的评价#缺血性脑卒中的复发率显著降低'

$(

(

)另一

项研究则在症状发作
0/?

内给予
$)%E

F

的阿司匹

林#与安慰剂组相比#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病死率显

著降低'

1%

(

)这两项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在预防脑梗死

中的疗效%然而#一些患者不能耐受阿司匹林#因此必

须换用其他的抗血小板药物)

B&@&A

!

双重抗血小板治疗
!

在患者不能耐受阿司匹

林*氯吡格雷或噻氯匹定的情况下#另一些抗血小板

药物可用于代替)然而#使用这些抗血小板药物的疗

效尚未在急性脑卒中患者中得到确定)此外#噻氯匹

定比阿司匹林有更严重的不良反应#如中性粒细胞减

少*粒细胞缺乏症#这也是为什么它只在阿司匹林不

能使用时被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在所有治疗条件下#

研究者发现双重抗血小板治疗的复发性脑卒中$相对

危险度
%&)(

&及血管事件的死亡和发生率低得多$

88

%&-$

&)此外#纳入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如患者例数*脑卒中严重程度*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时间

和随访时间)因此#调查结果还不能一概而论)

B&A

!

肝素
!

主要作用机制是抑制凝血
%

因子并通过

与抗凝血酶作用间接抑制凝血酶#还可与血管壁相互

作用#阻碍血小板黏附#从而达到抗凝血的作用)肝

素是抗凝剂的一个子类#包括!未分级的肝素*肝素*

低分子量的肝素)低分子量肝素是由普通的肝素解

聚制备而成的一类低分子量的肝素的总称#其活性"

抗凝血活性的比值较普通肝素高#因此低分子量的肝

素可在一定长度上降低病死率#但出血风险仍然存

在)肝素类似物是肝素的衍生物#是以治疗脑缺血为

目的的药物#其作用类似肝素)肝素容易引起出血*

血小板减少*骨质疏松*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等不良反

应)虽然肝素有引起出血的风险#但对于其他方面如

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等仍在研究)

C

!

机械取栓

!!

机械取栓作为一项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新

技术#可以克服动脉和静脉溶栓的出血风险大*时间

窗较窄*再通率局限等问题)当脑卒中患者的病情超

出溶栓治疗时间窗时#利用机械取栓可以快速的去除

血栓#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脑血流再灌注#减少缺血

损伤#保障患者的生存质量)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的取栓装置从
M48LO

机械取栓和碎栓系统到
6;.

,:EC<>

吸栓系统#再到后来的
Q"B#=>#<;e8

血流恢复

装置和
984d_

取栓器等都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

治疗有极大的帮助)就目前看来#

984d_

取栓器*

Q"B#=>#<;e8

支架取栓的效果优于前两者#且
Q"B#=>#<;

e8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机械取栓作为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血管再通的高效技术#包括机械碎栓*吸栓*

支架取栓等方法#可与药物联合应用实现血流再灌注)

当血栓长度超过
/EE

时#静脉溶栓治疗无效#因此#采

用机械取栓技术进行血管内治疗已成为颅内大血管闭

塞引起的缺血性脑卒中急诊治疗的重大突破)来自随

机试验的荟萃分析证明#此方法特异性较高#能显著改

善患者
(%!

的生理功能#也能减少残疾的并发'

1$

(

)

机械取栓可延长治疗时间窗#弥补静脉溶栓的不

足#也可清除溶栓药物抵抗的顽固血栓#但机械取栓

是一种有创操作#对操作者和取栓设备的要求极高)

有创的取栓过程可能会造成血管夹层*颅内出血*蛛

网膜下腔出血等#甚至会导致远处小血管的栓塞)然

而#

]7̂ OM7aOQ

等'

11

(调查显示#在早期循环梗死的

出血患者中#仅用机械取栓治疗的患者占
$0&)Y

#而

绝大多数患者是通过动脉内溶栓或机械取栓与溶栓

联合治疗)因此#出血的发生可能受到脑卒中病理生

理*溶栓药物*机械损伤等多因素的影响#但机械取栓

术后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明显低于药物除栓后出血的

发生率)

在大脑血管闭塞的情况下#机械取栓可与抗凝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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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使用#但是这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加之凝血

功能受影响#出血可能会更严重#所以机械取栓与抗

凝的联合尚有争议)肝素能通过抑制微血栓形成和

微血管阻塞恢复微血管再灌注#这对机械取栓治疗急

性缺血性卒中大有益处#但肝素容易引起颅内出血#

二者的联合有待考究)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指出!围

术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和肝素的出血风险分别在

)Y

#

$-Y

*

2Y

#

$1Y

#患者的功能独立性分别是

1'Y

#

)%Y

*

$(Y

#

20Y

#治疗后病死率分别是

$/Y

#

''Y

*

$(Y

#

''Y

'

1'

(

)但是总体而言#研究机

械取栓围术期抗栓治疗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相对缺

乏#围术期使用肝素*抗血小板药物的
$

期临床试验

正在进行)

6_V48Q

等'

10

(认为#从症状发作到动脉

穿刺之间的时间与
(%!

的残疾结局有直接的相关性#

所以应避免影响机械除栓延迟的任何原因#保证及时

快速的治疗以挽救患者生命)

D

!

展
!!

望

!!

在过去的几年中#尝试开发新的药理治疗脑梗死

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确定新的治疗目标方面作出

了重大努力#但从动物模型到人体模型的转换#甚至

从早期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测试都面临着障碍)尽管

如此#仍有大量的
$

期临床试验存在)研究人员继续

寻求尽早提供药物治疗的新方法#并且对脑梗死的病

理生理越发了解#在新的研究途径和为患者护理方面

给予了鼓励)相比之下#机械取栓是近几年最有效的

治疗方法之一)然而#尽管机械取栓能快速的使栓塞

血管完全再通#但仍有约
$

"

'

的患者未恢复功能独立

性)随着取栓技术的发展和治疗的不断改进#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将会获得更多更适宜的治疗)缺血

性脑卒中的治疗研究历经波折#经过不懈努力#已取

得了进步#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同时#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开发新型天然溶栓药物也将是

今后研究的方向)因大多数神经保护药物临床应用

效果不佳#开发既有效又安全的神经保护药物将是今

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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