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去氧胆酸的临床新用途

隋洪梅 刘发 明

山东济宁市药品检验所 济宁  

年从熊胆汁中发现了熊去氧胆酸
 ,

是胆汁酸

制剂
,

主要用于胆固醇性胆石溶解剂
,

现临床

证实可作为慢性肝炎治疗剂
,

预防肝移植病

人的急性排斥反应 近期有报道可治疗

氏综合症的肝内结石
,

本文将其临床新用

途简述如下
、

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勘 等
, 〕报道 治疗 例原发

性胆 汁性肝硬化  病人
,

至少
。

结果 例病人有腹泻
,

随后症状均消

失
,

例病人 出现痰痒
,

其 中有 例症 状消

失
,

例 症 状改善
,

例 无效

等 〕报道
,

例 病 人 口 服
,

一
。

结果治疗期间血

清总胆酸浓度无明显改变
,

但 相对浓

度治疗前为 。 ,

治疗 后明显升高至
。

有痰痒而必须应用消胆胺者治

疗前为
,

治疗 后降至
。

治疗前 有高胆红素血症  拜  
,

治疗 后 降至
,

治疗 后为 。

。

所有病人的胆红素
、

碱性磷酸酶
、

转氨

酶以及 下一谷氨酞转肤酶水平均明显降低
。

报道 例  病

人接受
,

一 一
,

另 例接受

安慰剂进行对照
,

治疗
。

结果 在治疗组 内

源性胆汁酸总浓度的降低伴有胆酸的降低
,

治疗组及对 照组分别为 起 始时 士

及 士 拼
,

时为 士 及

士 拜
, ·

也伴有鹅去

氧胆酸的降低
,

治疗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

起始

时 士 一 及 士 仁
,

时为

土 及 士 拜
。

脱氧胆酸浓度无变化
,

但胆酸显著升高
,

治疗

组及对照组分别为
,

起始时 士 。 及

士 拌
,

时
·

士 及

士 拌
。

在

治疗期间
,

肝脏处于低水平的内源性胆汁酸

状态
。

胆汁酸在血循环中的这些变化及其有

益效应
,

机理是 可直接使肝细 胞

分泌胆汁酸增加 抑制胆汁酸在肠

道的重吸收 肝细胞功能及代谢通过 内源

性胆汁酸浓度持续性降低及 的优势

存在而得到提高
。

另据报道 对

例无症状的 患者
,

例有症状的  

患者的免疫异常的影响进行研究
。

研究中给

予
,

在服药前后检查常规肝

功能
,

血清免痊球蛋白
,

血清总胆汁酸及测定

胆汁酸成分
,

检测血中抗 抗体效价
,

并

行动态观察
。

结果 两组患者的血清碱性磷酸

酶
、

一
、 、 、

血清总胆汁酸与胆

酸之比
,

血清总胆汁酸与鹅去氧胆酸之比
,

胆

酸与鹅去氧胆酸 之 比
,

以及有症状的

患者 的高 胆红素血症等
,

在服 用

后均显著下降 抗 抗体效价在

两组患者中也均呈一致性显著下降
,

后

该抗体仍持续下降
。

作者指出 治疗

的机理
,

是促进细胞质内钙依赖性毛细

血管的收缩而增加胆汁排泄
,

此外
,

也可能与

其能纠正肝内胆管破坏的免疫异常机理有

关
。

总之 长程  治疗 可改善临



床许多症状及生化指 际 减缓疾病发展速 度

减少肝移植人数
。

 ! 治疗胆汁淤积性疾

病是基于其无明显解毒性
,

可消除 内源性胆

汁酸的潜在肝毒性
。

因此该药有可能作为

病人的单一治疗方法
。

、

预防肝移植病人的急性排斥反应

等 报道
,

采用 治疗

例 因接受肝移植病 人所发生的急性排斥

反应
, ,

并设 例病人作 对照试

验
。

结果 后治疗组所有病人 由于良好

的移植功效而幸存
,

无 一例有任何排斥反应

的病症
。

对 照 组 例病人死 亡 其余 例

 至少有 例出现排斥反应
。

作者指出

 能产生 低毒性的胆汁酸淤积
,

此可保

护肝细胞并预防胆汁阻塞
。

其体外和体内研

究证明 U D C A 有直接保护肝细胞的作用
。

此

外
,

U D C A 的作 用表 明可 存在 其他免疫 作

用
,

并且在如此病人中除肝细胞外可潜在地

改变抗原方式
。

3

、

治疗 C
aro ll 氏综合症中的肝内结石

先天性肝内胆管囊性扩张是青少年慢性

胆 囊 结 石 和 肝 内结 石 的 一 种 罕 见 原 因
。

R O S E ( 6 ) 等报道
,

1 2 例 C
aroll氏综合征伴肝

内结石的 患者长 期使用 U D C A 治疗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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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o m g /k g /d
.
经超声波检查

.
最大的肝内结石

平均直径为 8
.
7m m

,

用药 Zm ol 后
,

所有患者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均消失
,

平均随访 48 m ol
,

未见胆道系疼痛
,

胆管炎和胰腺炎复发
。

治疗

后头 Zm ol
,

所有患者的肝功能试验均有显著

好转
,

1a 后
,

胆结石的生化证据均消失
,

以后

肝功能亦恢复正常
。

此外
,

3 例患者分别于

12
、

18 和 48m ol 后
,

肝内结石 (治疗前结石直

径 6~ gm m )完全消失
。

9 例患者的奸内结石

呈部分溶解
。

用药期间未见有不良反应
。

2 例

患者在结石完全消失后随访 l
a 也未见结石

复发
。

作者认为
,

长期 口服 U D C A 治疗 C ar
-

01 1氏综合征伴发的肝内结石是有效且安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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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老药的新用途及其机理浅析

张少华 王雄嫌

(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马鞍山 24 30 00 )

老药新用在临床已越来越广泛了
。

本文

简述一些常见药物的新用途及作用机理
,

以

帮助临床更好的使用这些药物
。

一
、

甲氧氛普胺治疗肾绞痛

黄森龙等[lj 使用 甲氧氯普胺 20 m g 肌

注
,

治疗肾绞痛 56 例
。

以 5
、

1 0

、

2 0

、

3 0 m i
n

观

察镇痛效果和显效时间
。

结果
:
显效 43 例

,

有

效 8 例
,

总有效率为 91 %
。

沈守信[2] 也使用

胃复安 20 m g 肌注
,

治疗肾绞痛 30 例
,

显效

24 例
,

有效 4 例
,

总有效率 93
.
3%

。

且副作用

不大
。

甲氧氯普胺能改变平滑肌对乙酞胆碱
、

组胺及 5一经色胺的反应
,

使痉挛松弛
,

并有

类似氯丙嗦的安定作用
,

故对伴有严重恶心
、

呕 吐肾绞痛患者疗效更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