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拖地2次。(3)气管切开的术后护理：采用气管套管内持续

低流量给氧，流量为1—2 L／rain。气管切开处敷料应每日更

换2次，如有污染随时更换，保持伤口清洁。气管套管外应

用0．9％的生理盐水双层纱布覆盖，可防灰尘或异物吸入气

管内。密切观察切口有否出血，切口周围有无皮下气肿、感

染等，同时防止气管脱落，可将双手用约束带固定子床边，头

部用沙袋固定以防拔出套管。保持颈部系带松紧度适宜。

伴有皮下气肿者24 h后将逐渐消退，过松应适当调整。要保

持气管内套管通畅，及时吸痰，按无菌操作规程吸出气管内

套管中的分泌物，操作时动作要轻，防止损伤气管黏膜，气管

内套管每4 h更换清洗消毒一次¨1。(4)病情观察护理：注

意观察呼吸变化，如有复发呼吸困难，并伴有持续高热、咳嗽

等，应考虑肺部感染，也有可能是脓肿向下扩散形成纵膈

炎H J。凡咽周间隙感染，一旦出现口、鼻、耳等出血，即使少

量，也应及时报告医生，给予相应的处理。(5)密切观察呼吸

及体温变化：脓肿穿刺或切开引流后给氧，仍可能由于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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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阻塞、舌根后坠及鼻黏膜肿胀等原因导致吸人性呼吸困

难，给予吸痰，将舌向外牵拉，0．5％麻黄素滴鼻，可使上呼吸

道通畅，保证有效给氧，改善呼吸困难。持续高热会引起大

脑缺氧、脑水肿、惊厥等并发症，必须及时给予物理或药物降

温。(6)出院指导：患儿出院前嘱其家长定期带患儿来门诊

复查。多做户外活动，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受凉，预防

上呼吸道感染，注意合理喂养，加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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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芩苷(baicalin，C2lHl80lI)，是从唇形科植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的干燥根中提

取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黄芩苷是黄芩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如清热解毒、抑菌抗炎、拮抗钙

离子、清除自由基、抗内毒素休克、调节免疫、降压、保肝利胆、抗变态反应和抗脂质过氧化等。近年来，动物实

验和临床研究均证实，黄芩苷具有抗纤维化及器官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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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baicalin on anti-fibrosis ZHANG厶昭一ling，GUO施愕一hao．Department of Kidney Internal Medi—

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Xinxiang Medical College，Weihui ttenan 453100，China

[Abstract]Baiealin(C2l H18 011)is a kind of falconoid compound，extracted from dried root of Labiatae skull—

cap(scutellaria baiealensis georgi)．Baicalin is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 and has a variety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such as heat-cleating and detoxifying，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antagonizing calcium，cleating

free radicals，anti-endotoxin shock，regulating immunity，adjusting blood pressure，protecting liver and cholagogic

effect，anti·allergy and anti-lipid peroxidafion，and SO on．In recent years，animal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baicalin has the effects of anti—fibrosis and orga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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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纤维化是近年来世界医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器官纤维化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

趋势。其对人体健康危害大、致残率及致死率高，治疗方法

少，疗效差，因而人们对其重视程度13益增加。基础及临床

研究均证实，黄芩苷¨工1具有器官保护及很强的抗器官纤维

化作用，尤其是在抗器官纤维化方面的作用备受关注。

1在肝纤维化中的作用

肝纤维化(hepatic fibrosis，HF)指在各种慢性肝病进展

过程中，由炎症刺激或肝细胞坏死，导致肝内胶原生成与降

解失衡，使过多的胶原在肝内聚集，纤维组织异常增生的病

理过程，表现为细胞外基质(extraceUular matrix，ECM)合成大

于降解。在受损的肝脏内，肝星形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是炎症刺激的主要靶细胞，是肝脏胶原、纤维连接素、

糖蛋白等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来源细胞，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

展中起重要作用口J。肝纤维化形成的中心环节是肝星形细

胞(HSC)活化及其向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ic-like cell，

MFLC)和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ic cell，FC)的转化，这个过程

伴随大量ECM和d平滑肌肌动蛋白(饯-SMA)的合成。d-

SMA的表达高低可以间接反映肌成纤维细胞的数量，是肌成

纤维细胞的重要标志”jJ。值得注意的是肝细胞氧化应激也

是肝纤维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肝细胞氧化应激包括氧自由基

的释放和脂质过氧化H．7J。有研究证明脂质过氧化可调节胶

原基因的表达，是肝组织损伤与纤维化的纽带。炎症细胞如

肝库否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释放的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

(platete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同样是肝纤维化形成的

重要因素。PDGF作为HSC的强效分裂剂，对HSC的活化、

分裂、增殖、合成胶原及ECM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Ichiro

等¨1报道中药小柴胡汤含黄芩苷与黄芩素两种黄酮类化合

物，它们的结构非常类似于水飞蓟素(silybinin)和槲皮素

(quercetin)一J，已证实水飞蓟素和槲皮素都具有很好的抗肝

纤维化作用¨0、“】。该研究显示小柴胡汤具有抗肝纤维化作

用，且主要是依赖于其成份中的黄芩苷和黄芩素，主要是黄

芩苷。小柴胡汤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理主要是作为一种很

好的氧自由基清除剂，减少氧自由基对肝细胞损伤，抑制肝

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降低仪一SMA的表达，减轻PDGF导致

的渗出，抑制肝细胞氧化应激和HSC的激活，从而减轻慢性

肝纤维化邛]。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表明黄芩苷具有抗脂质过

氧化，减少氧自由基对肝细胞损伤，降低血清及组织中丙二

醛(MDA)含量，提高肝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

性，能显著减轻肝胶原纤维增生程度，防止和延缓实验性肝

纤维化作用¨“。

2在肺纤维化中的作用

肺纤维化(pulmonary fibrosis，PV)是一组病因复杂的间

质性肺疾病，病理表现为肺泡间质炎性细胞浸润，肺内纤维

组织增生和ECM异常沉积。但其病因及发病机理尚不明

确，目前认为肺纤维化与氧化应激所致的炎性细胞浸润和细

胞因子网络失衡有关。转化生长因子一Bl(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131)是主要的促纤维化因子之一，它由肺组

织细胞和多种炎性细胞产生，可促进ECM的合成并抑制其

降解。肺上皮细胞转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是肺纤维化形成

的另一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肌成纤维细胞不仅分泌I型

胶原蛋白，而且分泌许多细胞因子参与肺纤维化形成。“u

等Ⅲ3认为黄芩苷作为一种强抗氧化剂，对体外培养的人肺

成纤维细胞的生长和生存能力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其机理可

能与黄芩苷抑制肺问质成纤维细胞活性有关。刘威等[141研

究显示黄芩苷能通过抑制NO合成，减轻博来霉素所致大鼠

肺纤维化；通过下调TGF．131表达和抑制肌成纤维细胞向成

纤维细胞的分化，抑制纤维生成。另外廖远芬等¨纠从肺纤

维化的发病机理出发，认为肺泡炎症在引起肺间质纤维化发

病上起重要作用。近年大量研究表明黄芩苷可削弱炎症反

应，减少炎症细胞的渗出，抗脂质过氧化，清除具有细胞毒性

作用的自由基，还可抑制成纤维细胞分裂、增殖，从而抑制肺

纤维化。

3在肾纤维化中的作用

肾纤维化(renal fibrosis，RF)是各种。肾脏疾病进展中的

基本病理改变，也是发生终末期肾衰的最终共同通路，肾纤

维化主要表现为ECM在肾脏聚集，包括间质胶原(I型、Ⅲ

型、Ⅳ型)、纤维连接索和一些糖蛋白，导致正常肾结构的改

变，伴之肾功能逐渐减退。ECM沉积是肾纤维化的主要特

点。目前认为多种细胞、细胞因子及炎症介质在肾纤维化过

程中发挥作用，其中TGF一131、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TGF)是。肾纤维化重要的调控因子，与肾

纤维化形成密切相关。TGF．B1一方面可直接刺激ECM成

分，如胶原、纤维黏连蛋白(FN)与PG的形成，同时还能抑制

ECM降解酶，促进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TIMPS)和纤溶酶

原活化剂抑制物(PAI)表达，从而抑制ECM的降解；另一方

面，它还通过调节基质受体-整合素表达，促进细胞与基质黏

附及基质沉积。Geleilete等¨刮在庆大霉素肾纤维化大鼠模

型中发现TGF．131升高，并参与ECM的沉积和肾间质纤维化

的过程。Ogata等Ⅲ1研究结果显示，单侧输尿管梗阻(unilat—

eral ureteral obstruction，UUO)大鼠模型中TGF．131表达增加，

梗阻解除后肾纤维化缓解，Ⅳ型胶原、TGF一131表达下降，证

明TGF一131在梗阻侧肾脏促进ECM合成。实验研究发现黄

芩苷对STZ(链尿佐菌素)糖尿病大鼠具有肾脏保护作用，表

现为减少尿白蛋白排泄，减轻。肾小球节段性系膜细胞增生，

减轻肾小管空泡变性和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显著减少

TGF一131的表达，抑制肾间质纤维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时

黄芩苷还可通过调节血管平滑肌张力fl⋯、抑菌抗炎、抗脂质

过氧化、清除自由基等多方面作用口⋯，改善。肾功能。早在

1991年Bradham等就报道【2“，CTGF由培养的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中分离出来，而后又在成纤维细胞、软骨细胞、肿瘤细胞

中检测出来。CTGF在人体正常生理条件下仅有少量表达，

而在。肾组织中含量最高，依作用部位不同，可显示出不同的

生物学效应，但主要表现为促有丝分裂、趋化细胞、诱导黏

附、促进细胞增殖及ECM的合成m’2“。CTGF可参与各种肾

脏疾病肾纤维化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关键的致病因子。Y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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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等Ⅲo在体内实验中采用CTGF反义寡核苷酸对梗阻性肾

病进行肾脏靶向转基因治疗，发现可显著减少细胞外基质积

聚，改善肾问质纤维化。目前尚未见报道黄芩苷对结缔组织

生长因子(CTGF)的作用，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

用于治疗或逆转肾脏纤维化的方法大多效果不理想或不良

反应较大。现代药理表明，早中期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是目前

公认的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重要措施，特别是中药单

味药及其有效成份提取物、专方专法的研究和应用，显示了

中医药在抗肾纤维化方面的优势。临床研究中以黄芩为主

的方剂对慢性肾脏病有可喜的疗效ⅢJ，但黄芩苷能否对抗

肾纤维化，国内外迄今尚未见文献报道。

4结语

近年来，不少医学工作者用中医药防治器官纤维化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器官纤维化的中医治疗日益受到重视，并显

示了良好的前景。随着对黄芩苷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逐渐

了解到黄芩苷对多种组织和器官都有保护作用，对一些器官

有抗纤维化作用，并且黄芩苷的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

同的机理，比如降低TGF．Bl表达、抗脂质过氧化及抑制胶原

的表达等。然而，目前黄芩苷抗器官纤维化的研究多为实验

研究，因此进一步探讨其抗纤维化机制并进一步开展抗纤维

化方面的临床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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