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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 的 观察通心络胶囊治疗老年认知 功能障碍的疗效及其对脑血 流量 、

一氧化氮 、 内 皮素 的影 响 。

方法 选择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一２０ １６ 年 １ 月 河北以岭医院脑病科诊治 的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１ ２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数

字随机表法分为 ２ 组 ，治疗组 ６０ 例给予通心络胶囊治疗 ，
对照组 ６０ 例给予 银杏叶片治疗 ，

时间 均为 ３ 个月 。 采 用精

神状态简易速检表 （
ＭＭ ＳＥ ）及 日常生活 自理量表 （

ＡＤＬ
）观察治疗前后 ２ 组 患者 临床疗效 ，检测 脑血流量 及内 皮 素及

一氧化氮的变化。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０ ． ０％
， 高于对照组的 ７０ ．０％

（ ｘ

２

＝ ７ ． ５００
，
Ｐ＝ ０ ． ００６ ） 。 治疗组 ＭＭ ＳＥ

和 ＡＤＬ评分优于对照组 （ ＭＭＳＥ 评分 ：
ｆ＝－ ３ ． ００５

，
尸 ＝

０ ． ００３
；
ＡＤＬ评分 ：

《＝－
５ ． ４７６

，
ｉ
＞
＝ ０ ． ０００ ） ，

脑血流量改善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 （ ｒ ＝ ３ ． ４００
，
Ｐ＝ ０ ． ００ １ ） ， 甲襞微循环改善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 管攀形态积分ｊ＝ ３ ． ７ ７５

，
Ｐ＝ ０ ． ０００

；

血流状态积分Ｈ＝ ３ ． ５ ３４
， Ｐ

＝
０ ． ００ １

；攀 周积分 “＝ ２ ．８ １ ０ ，Ｐ
＝ ０ ． ００６

；
总积分比较 ｆ＝ ３ ． ０９０

，

Ｐ＝ ０ ． ００３ ）
，
内皮素 、

一

氧化氮改善治疗组优于对照组 （ 内皮素ｊ＝ １
．

１ ５９ ，Ｐ＝ ０ ． １ ３ ２
；

—

氧化氮 ：
《＝－ ２ ． ４４２

，Ｐ＝ ０ ． ０ １ ６ ） 。 结论 ，
通心络治

疗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疗效优于银杏叶 片 ，
尤其在脑循环保护上显现 出其优势 ， 这可能是其治疗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

作用机制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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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认 知 功能 障碍 又称 阿尔茨 海默病 （
Ａ

ｌｚ ｈｄ －认知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表现 ， 细胞 Ｔ ａｕ 蛋 白过度磷

ｍｅｒ

’

ｓｄｉ ｓｅａｓｅ
，ＡＤ ） ，是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一种 ， 以酸化形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 以及细胞外 ｐ 淀粉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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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病杂志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２月第 １ ５卷第１
２期Ｃｈ

ｉ
ｎ ＪＤ ｉ

ｆｌｉ ｃａｎｄＣ ｏｍ ｐ ｌＣａｓ ，
Ｄｅｃ 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１ ６ ，


Ｖ ｏ ｌ ． １ ５Ｎｏ ．１ ２

沉积形成的老年斑为其两大病理特征 。 近年来 ， 越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 ）
２ 粒 口服 ，

３ 次／ｄ 。 观察时

越多的学者认为 ＡＤ 可能与脑血管损伤导致的 内皮功间均为 ３ 个月 。

能障碍有关 。 认为本病由 多种因 子共同作用导致脑血１ ＿ ３ 观察指标 （
１

）
Ｍ ＭＳＥ 、

ＡＤＬ 评分 ： 于治疗第 １ 天

管内皮功能障碍形成的病变 。 而脑血管 内皮功能障碍和治疗 ３ 个月 后采用修订的美 国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

可能会造成慢性脑灌注 ，脑灌注不足可以 作为 ＡＤ 发 （
ＭＭＳＥ

）

［

８
］

检测患者的认知功 能 ， 总分越高代 表认知

病的扳机点
ｍ

。 尽管 ＡＤ 临床治疗方法和药物较多 ， 功能越好 ；
日 常生活 自理量表 （

ＡＤＬ
）

［
８

］

检测患者的 日

但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
［
２

］

。 通心络是治疗心脑血管疾常生活 自理能力 ，
总分越高 ，代表痴呆程度越轻 。 （

２
）

病的中药复方制剂 ，试验发现通心络可减轻人脑微血脑血流量测定
［
８

］

：应用 ＭＲ 成像系统对患者脑血流进

管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
３

］

， 对 Ａ
ｐ

ｌ ４２ 损伤人脑微血行测量 ；采用徐州 医用 光学仪器厂 ＷＸ－７５３ 型微循环

管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
［
４

］

， 同时可抑制 Ａ
ｐ 诱导的神检测仪 ，专人观察 甲襞微循环变化 ， 通过 甲襞微循环加

经元凋亡 ，从而起到保护脑神经元的作用
［
５

１

。 但通心权积分法对每一项检查指标的结果赋予不同分值 。 以

络胶囊在治疗 ＡＤ 中缺乏 系统的临床观察 ，
现观察通形态 、流态 、管袢周围状态三个大项进行积分 ，并计算

心络胶囊治疗 ＡＤ 的疗效及其作用机制 ，
总结如下 。总积分值 。 总积分值越高 ， 微循环异常越严重 。 具体

１ 资料与方法标准 ：①矣 ２ ＿ ０ 分为正常
；②２

． １￣ ３ ．９ 分为轻度异常
；

１ ． １ 临床资料 选择 ２０ １ ２ 年 １ 月
一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河北③４

．
０ 
￣ ７

． ９ 分为中度异常 ；④＞ ８ ．
０ 分为重度异常

［
９

］

。

以岭医院脑病科诊治的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１２０ 例（ ３ ） 内皮素和
一

氧化氮测定 ：
于治疗第 １ 天和治疗 ３

作为研究对象 ，均符合 １ ９９３ 年颁布 的 《 中药新药临床个月试验结束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３ｍｌ
， 注入含

研究指导原则 》

“

痴呆的 中 医诊断标准
”

［
６

］

，选取肾精 １０％ 乙二酸四 乙酸 ３０ｐ ｉ 和抑肽酶 ４０
ｐ ｉ 抗凝管中 ，并

亏虚 、疲血阻络型 。 症状 ：记忆力下降 、腰膝酸软 、耳鸣上下颠倒数次混勻 ， 即刻放人 ４Ｔ冰箱 中 １￣ ２ｈ
，取 出

耳聋 、齿动发脱 、便秘 、夜尿增多 、舌质淡或有瘀斑 ，脉后 ４Ｔ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 １０ｍｉｎ

，分离血浆 ，

－ ７０ｔ：保

沉涩 。 西医诊断标准以 １９８８ 年兰州召开的全国首届存 ， 采用酶联免疫法
一

次性测定血浆 内 皮素 －

１ 的水

老年病学术会提 出 的 《老年痴呆病诊断评定标准 平 ，试剂盒由 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东亚免疫技术研

为依据 ，
年龄 ５０￣ ８０ 岁 ，发病呈缓慢进行性 ， 符合轻究所提供 ；于治疗第 １ 天和治疗 ３ 个月 空腹取静脉血

度 、 中度痴呆的评分标准 ；具有典型的痴呆症状 ；记忆５ｍｌ
， 静置 ３０ｍ ｉｎ 后

，置于普通离心 １５ｍ ｉｎ 分离血清 ，

力 、计算力或定向力障碍 ； 出现情绪明显变化或人格障分装后置于 －

８０Ｔ冰箱储存 ，使用硝酸还原酶 比色法

碍 ；在 ６ 个月 内有 明显减退或明显缺损者 ；
ＣＴ 检查 出（ 试剂盒购 自深圳 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测 定 ＮＯ

现老年性脑改变 ， 主要表现在大脑实质的弥漫性萎缩 ，的水平 。

可以诊断为本病 。 排除标准 ：年龄 ＜ ５０ 或 ＞ ８０ 岁 者 ；

１ ． ４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 《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既往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如精神分裂症 ；除外中枢神经原则 》 中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 ６ ］

，
采用 尼莫地平法计算

系统感染性疾病 、 中毒 、意识障碍者 。
１ ２０ 例患者按数疗效指数 ，分临床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 总有效率 ＝

字随机表法分为 ２ 组 ， 治疗组 ６０ 例 ：
男 ３８ 例 ， 女 ２２显效率 ＋有效率 。

例 ，年龄 ５ ０ ￣

８０（ ６ ３ ． ８± ３ ． ２
） 岁 ； 病程 ６￣ ２４

（
１ １

．
１±１ ？ 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９ ．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４
．
５

）个月 ；其中患有高血压病 ６ 例 、
血糖升高 ７ 例 ，

血析 。 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 （
＊±ｓ ） 表示 ，

组间 比

脂升高 １ ０ 例 。 对照组 ６０ 例 ： 男 ４０ 例 ，女 ２０ 例 ，年龄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

）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５０ ￣

８０（
６５ ． ６± ３ ＿１

） 岁 ；
病程 ６￣ ２４

（
１０ ． ３± ２ ． ８ ）个Ｙ 检验 ， 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 〇

户 ＜ 〇 ？ 〇５ 为差

月
；
高血压病 ７ 例 ，血糖升高 ９ 例 ，

血脂升高 ８ 例 。 ２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性别 、年龄及病程 、
基础病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 义２ 结 果

（
Ｐ＞ ０ ． ０５

） ，具有可比性 。 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２ ． １ 临床疗效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 ０ ．
０％

， 明 显高

批准 ，患者及家属 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于对照 组 的 ７ ０ ．０％（ ｘ

２
＝ ７ ． ５００

，Ｐ＝ ０ ．００６
） 。 见

１ ． ２ 治疗方法 治疗前首先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患表 １ 。

者及家属进行基础知识宣传教育 。 ２ 组患者在常规西２ ． ２ＭＭＳＥ 、
ＡＤＬ 评分 治疗前 ２ 组 ＭＭＳＥ

、
ＡＤＬ 评

药治疗基础上 ，
再按 中 医辨证分型给予药物治疗 。 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Ｐ＞ 〇 ． 〇５
） 。 治疗后 ２ 组

疗组给予通心络胶囊 （ 石家庄 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患者 ＭＭＳＥ 、
ＡＤＬ 评分较治疗前均增加 （

Ｐ＜ ０ ． ０ １
） ，

生产 ）
４ 粒 口服 ，

３ 次／ｄ
；对照组给银杏叶片 （石家庄 以且治疗组高于对照组 （

Ｐ＜ ０ ． ０５ ） 。 见表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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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２ 组临床疗效比较 ［ 例 （％ ） ］

例
，对症治疗后均好转 ，

３ 例心 电图有轻度 Ｔ 波低平 ，

－组 另 丨

】 伊撤好转无效 总有效率（
％ ）但患者无胸闷不适 ，无临床意义 ；对照组出现食欲下降

对照组６０２８
（

４６ ． ７
）１ ４

（
２ ３ ． ３

）１ ８
（
３０ ． ０

）７０ ． ０．

治疗组 ６０３０
（
５０ ． ０ ）２４

（
４０ ． ０

）６
（ 

１０ ． ０
 ）９０ ． ０３ 例 ，肝功 目巨 中天冬氣酸氛基转移酶 （

ＡＳＴ
） 稍高于正

Ｕ ／ Ｘ

２

值１ ７＝ Ｌ ３３ ４ｘ
２
＝
ｖ ． ５００常 ２ 例 ， 亦无临床意义 〇２ 组其他实验室检查均无明

Ｐ
值０ ．

１
８２ ０ ． ００６？，



显异常 。

３ 讨 论

辨性痴呆发病率不断增加 ，但 目前临床治疗药

、
／

善更显者 ，
差异具

物皆是对症治疗 ，部分能延缓发病进程 ，
无法逆转或修

ｐ＜ 〇 ． 〇５ ）０Ｘ＾ ３ ０

記存在的神经损害
， 中医药治疗在 ＡＤ 领域越来受

表 ３２ 组治疗前后脑血流量 比较 ＵＷ—

组 别 例数 治疗前治疗后 ＜ 值 ＾中药复方制贿助于改善 ＡＤ


：

患者记忆
，

学习力 。

对照组６０ ６ １０ ． １ ± ４５ ． ５６ １ ５ ． １ ± ８３ ． ２－ ０ ． ４０８０ ． ６ ８４祖国医学把 ＡＤ 归属于 中 医的
‘

呆症
”

和
‘

健忘 等范

－Ｍ￣＾
３ Ｗ；

＇

＾
￣￣＾ －

４
－

３８
－－

０
－

０００
－畴。 中医络脉三维立体 网络学说认为

［
Ｍ

］

，
人体的络脉

３ ． ４００／０ ． ０００


分为经络之络 （ 气络 ） 、血络之络 （ 脉络 ） ，经络之络运

２ ． ４ 甲襞微循环 ２ 组治疗后 甲襞微循环较治疗前

均显著改善 （
Ｐ＜ 〇 ． 〇５

） ，且治疗组 比对照组改善更明
纟 ＝

曰 ＠右
、

４＊ｍ杳
■

、
、

／ ，〇ｎｎｏｍ 主 ／
ｉ
功能类似

，
其中包括人的认知 和记忆功 目旨 。 而 中医子

显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乂 （

Ｐ＜ 〇 ？ 叫 。 见表 ４ 。“

脉
”

在解剖形态上与醒学 ｊ＾具有 同
－

性 ，脑之脉

表 ４２ 组治疗前后 甲襞微循环检测结果 比较 Ｕ ± ｓ
，
分 ）

細曰 ，则与供应脑部血
＾

共的邊血管系统在解剖形态

组 别 时 Ｉ

７

司 管攀形态积分 血流状态积分 攀周积分 总、 积分
＇ 上基本吻合 ， 即包括从椎动脉和颈内动脉分 出的遍布

对照组 治疗前 １
． ５ ８± ０ ． ６０

￣￣

２ ． ５７±０ ． ５ １

￣￣

１ ． ５３ ±０ ． ２３

￣￣

５ ． ４４ ± １ ． ２２ 脑部 的各级中小血管 、 微血管 ，特别是微循环
［

１ ５ ］

。 结
（

＝＝＝＝ 合治疗 ＡＤ 的多年临床经验 ， 我们认为 ＡＤ 的 发病机

Ｕ
＝ ６０

） 治存后 ０ ． ７ ８± ０ ． １４１ ． １ ２± ０ ． ３ １０ ． ９８ ±
０ ． ４０３ ． ００ ± ０ ．２ １制为兀气５虚 、痰疲阻络 、气络失常

，
元气亏虚 、血液运

＾对照组８ ． ７６７ ／０ ． ０００ １ ６ ． ２２ ３／０ ． ０００ １ １ ． １９ ３／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５／０ ． ０００荇于士 永么与仆生司 瘀痳百出 Ｋ日雛与级可吉按丼
＜／Ｐ

治疗组９ ． ７５９ ／０ ． ０００２ ６ ． ２０２／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８０９／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２７／０ ． ０００忙ｔ力 、

？

＇化失Ｊ Ｍ互生 ， 阻 ？滞气 各 』
！
１ ！接造

ｔ／Ｐ 组间值（治疗后 ）
３ ． ７７５ ／０ ． ０００３ ． ５３４／０ ． ００ １２ ． ８ １ ０／０ ． ００６３ ． ０９０／０ ． ００３成气络结构和功能损伤 ，痰疲阻滞脉络 ，脉络末端供血

供气失常
，
则会造成或加重气络 的损伤 ，使气络信息传

２
．
５ 内皮素和

一

氧化氮比较 治疗前 ２ 组 比较无差达功能减弱或消失 。 其 中元气
’

亏虚为发病之本 ，痰瘀

异 （ Ｐ＞ ０ ． ０５ ） ，治疗后 ２ 组 内皮素降低 、

一氧化氮升阻络为本病发展和加重的重要病理因素 ，针对此病机 ，

高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 〇５ ） ；

且治疗组优于对治疗应 当益气补血 、活血通络
＾ １ ７

１

。

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〇 ．

〇５
） 。 见表 ５ 。通心络胶囊是依据络病理论研制的复方制剂 ， 具

２
． ６ 不 良反应 治疗组治疗 ２ 周时 出现食欲下降 ２有益气活血 、

通络活络 的功效 ，方中 人参补益元气 ， 元



表 ２２ 组 治疗前后 ＭＭＳＥ 、 ＡＤＬ 评分 Ｕ ± ；
，分

）



別赚治疗前

隱

＾
＾

 ， 值續治疗前

■

治疗后
＇ 值續

付照绀６０２５ ． ３０ ± ３ ． ００２ ８ ． ２３ ± ３ ． １ ０３ ． ２５６０ ． ００８４０ ． ３０ ± ３ ．Ｉ Ｉ４４ ． ２３± ３ ． ２０３ ． ３ ２６ ０ ． ００３

治疗组


６０


２３ ．１ ０ ± ２ ． １

２



３０ ． ２ ３± ４ ． １
２



２ ． ６９８


０ ． ００３


４０ ．

１ ０ ± ４ ． １ ２


４８ ． ２３± ４ ． ３４


１ ． ６ ２８


０ ． ００ １

ｆ
值０ ． ４２２－ ３ ． ００５０ ． ３ ００－ ５ ． ４７６

Ｐ
值


０ ． ６７４


０
．

００３


０ ． ７ ６４



０ ． ０００




表 ５２ 组治疗前后 内皮 素和
一

氧化氮检测结果比较 （
Ｉ± ｓ

）



组 别例数
内皮索



， 值户 值
＆

氧化鲺
户值



治疗前


治疗 后


治打前


治疗后


对＆组 ６０ ２０ ． ３０ ± ３ ． ００
１
９ ． ２３ ± ３ ． １

０２Ａ ２５０ ． ０２ ３３０ ． ３０ ± ３ ． Ｉ Ｉ
３２

． ５３ ± ３ ． ２０２ ． １ ２５０ ． ０２３

治疗组


６０


２ １ ． １０ ± ２ ． １２


１ ７ ． ２３±４ ． ０５


１ ． ２８ ９０ ． ０３ ２


３ １ ． １０ ± ４ ． １２


３４ ．２３ ± ４ ．３４


１ ．１ １ ５０ ． ０ １ ２

／
值－

１ ． ６８７ １ ． １５９－

１ ． ２００－

２ ． ４４２

尸值


０ ． ０９４


０ ， ０３ ２


０ ． ２３０


０ ． 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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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Ｃ〇ｍｐｌ Ｃ ａｓ ， ＤｅＣｅｍｂＣＴ ２０ １ ６ ， Ｖ〇 ｌ
． １ ５Ｎｏ ． １ ２

Ｈ足 通
， １旺血行 ｉ虫＃药活血 、化＃ 、通络

；
 ［

７
］
张继志 ． 长谷痴呆量表在老年人 中试用初步分析 ［ Ｊ

］
． 老年学杂

酸枣仁养血安神 ；
降香 、

冰片引药入络 ，诸药合用 ，达到＾ ９８７
 ’
３

ｎ

你 、

３５
＊７

、亚 十 ＊ 各ＨＫ
－

ｒ －Ｕ Ｗ
—

Ａ
－ ［

８
］ 高旭军 ． 中医疗法对脑梗死患者脑供血及认 知功能 的影响 ［

Ｊ
］

．

气旺血付 ，脑络通畅 ，诸症 自 愈 。 既可大补兀气 ，补益中 国中 医急症 ，雇 ， ２３
（

１ １
） ：

２ ｜ ｜丽 ．陶０ ． ３Ｗ ．

脾肺之气 ，络气充足 ，络脉温养 ，络体通畅 ， 同时又可剔 １ ００４４５Ｘ ．

２０Ｍ ． １ １
． ０６４

除络疲 ，疏通脉络 ，为气络发挥信息传达功能提供必要 ［
９

］ 高会敏 ，
曹永吉 ，师爱香

，
等 ． 不 同病程 ２ 型糖尿病患 者甲 襞微循

的营养支持
［

１ ８
－

２° ］

。 以往试验结果表 明其具有改善凝环状态 比较
［
Ｊ

］
． 微循环学杂志 ，

２〇
１
３

，
２３

（
２

） ： 丨０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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