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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通 舒 联 合 尼 莫 地 平 治 疗 40 例 糖 尿 病 合 并 椎 基 底 动 脉
供血不足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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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三七通舒胶囊联合尼莫地平治疗糖尿病合并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 80 例患者随机均

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 14 d 后观察两组病例的临床疗效及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总有

效率分别为 97． 50%、95． 00%，治疗组增加椎动脉和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较对照组明显( P ＜ 0． 05) ; 治疗组部分症状的改善

较对照组明显。结论 三七通舒胶囊联合尼莫地平治疗糖尿病合并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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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和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是常见病和多发

病，本质是椎基底动脉系统血流速度异常，导致脑

干、小脑或部分大脑供血不足，而出现可逆性的功能

障碍。近年来，采用三七通舒胶囊联合尼莫地平治

疗糖尿病合并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疗效满意。

1 资料、方法与结果

1． 1 一般资料

2008 年 6 月 ～ 2010 年 6 月收治的糖尿病合并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住院病例 80 例，其中男 48
例，女 32 例，48 ～ 78 岁，平均 60． 5 岁。纳入标准:

具有典型的发作性眩晕症状，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

明确单侧或双侧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1］; 中医辨证

为淤阻脑络证( 眩晕、头痛或耳鸣、手麻、视物模糊、
失眠、舌质紫暗或有淤点、脉涩或沉弦等) ［2］; 确诊

有 2 型糖尿病史; 前 2 周未应用抗眩晕治疗。排除

标准: 经临床相关检查为其他原因所致的眩晕，如出

血、肿瘤、后循环硬化、脱髓鞘性病变等。入选病例

随机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在性别、年龄、合
并症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5) 。
1．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三七通舒胶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 mg·d －1，同时口服尼莫地平 30 mg，

tid; 对照组口服尼莫地平 30 mg，tid。14 d 为 1 个疗

程。同时，继续进行控制血糖治疗。伴有高血压、高
脂血症的患者除了禁用扩血管药外，其他药物继续

使用。其他并发症的治疗均给予相应的对症治疗。
1． 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主要观察指标为眩晕、头痛，次症为恶心、耳鸣、
手麻、视物模糊、舌象等，治疗前后分别检测 TCD 一

次。参照《中医疾病诊断疗效标准》，痊愈为眩晕等

症状消失，TCD 检查脑血流速度在正常范围; 好转

为症状减轻，脑血流速度改善; 无效为症状无改变，

脑血流速度无改善。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3． 0 分析软件处理，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 t 检验。P ＜0． 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1． 5 疗效比较

治疗组有效 20 例，好转 19 例，无效 1 例，对照

组分别为 15、23、2 例。两组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的

变化见表 1。

表 1 两组椎基底动脉血流速度的比较( cm·s －1，珔x ± s，n =40)

组别 左椎动脉 右椎动脉 基底动脉

治疗组治疗前 22． 95 ± 6． 52 25． 47 ± 5． 12 25． 33 ± 3． 96
治疗后 35． 46 ± 8． 73＊△ 37． 83 ± 7． 29＊△ 36． 14 ± 4． 11＊△

对照组治疗前 22． 98 ± 6． 78 24． 10 ± 5． 12 24． 19 ± 5． 98
治疗后 25． 98 ± 6． 47* 27． 89 ± 5． 99* 33． 01 ± 6． 10*

与治疗前比较: * P ＜ 0． 05;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 05

2 讨论

糖尿病合并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在临床上较常

见。动脉粥样硬化中，糖尿病引起卒中的风险为

21%，2 型糖尿病患者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发生

率比普通人群高出 2 倍［3 － 4］。糖尿病中医属消渴证

范畴，临床上常伴有血淤证，气虚血淤则是椎基底动

脉供血不足的重要病机之一。三七具有通脉行淤、
敛新血、消肿、止痛等功效［5］。三七三醇皂苷( PTS)

是三七中的主要活血成分，人参三醇皂苷 Rg1 的含

量 ＞ 60%，可改善脑缺血功能障碍，恢复缺血性脑代

谢异常，抗血小板聚集，降低全血黏度。Rg1 能增强

纤溶系统活性，促进血管内皮 NO 的释放而发挥抗

血栓作用［6］。研究显示: PTS 具有增进脑的缺血耐

受性，减轻再发致死性缺血性脑损伤的作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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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表明

三七通舒胶囊具有活血化淤及扩血管、改善微循环

的作用，从而在联合尼莫地平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

不足中具有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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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药学杂志》2005 ～ 2010 年发表的基金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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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华西药学杂志》2005 ～ 2010 年 6 年间的基金论文情况进行了统计，重点分析了该刊的基金论

文比、基金类别分布、基金论文作者单位分布。结果表明，该刊的基金论文比率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且基金级别高、基金项

目广，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刊的学术质量在迅速提高，并具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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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论文是指由国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或

其他基金组织向科研人员提供科研经费进行科学研

究而撰写的科研论文。由于基金项目在立项过程中

已进行了严格审查和层层筛选，因而基金论文大多

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反映期刊基金论文

情况的一个基本指标是基金论文率，它是指期刊刊

登的基金论文篇数在期刊发表论文总篇数中所占百

分比。一般认为，科技期刊刊载的基金论文越多，基

金论文率越大，则该科技期刊的论文质量就越好，其

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为了不断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

水平，现科技部制定了科技期刊的质量要求和评估

标准，其中，科学基金项目产出论文的多少便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评价指标［1］，因此，深入分析一种期刊

刊载基金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有助于扩大期刊的影

响面，提高期刊的载文质量，进而提升期刊的竞争力

和知名度。《华西药学杂志》创刊于 1986 年，现为

中国期刊方阵来源刊、中国期刊网来源刊、2011 版

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国际著名检索工具美国

《化学文摘》( CA) 及俄罗斯《文摘杂志》所收录。现

从期刊基金论文率的的角度透视华西药学杂志的论

文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以便提高该刊的学术水平，

并为今后的选题策划与组稿工作提供参考。

1 统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利用 中 国 知 网 ( CNKI ) 对《华 西 药 学 杂 志》
2005 ～ 2010 年发表文献及发表基金论文情况进行

检索，分析该刊 6 年间的基金论文率及基金论文分

布情况。
1. 1 基金论文数与基金论文率

2005 ～ 2010 年发表的基金论文及基金论文率

见表 1。总计 36 期的文献，6 年间总计发文 1829
篇，其中，各级别基金论文总计 403 篇，6 年平均基

金论文率为 22． 03% ，年均基金论文数为 68． 17 篇，

期均基金论文数为 11． 19 篇，此次统计数据较该刊

1999 ～ 2003 年的统计数据，基金论文的数量、论文

率都有了大幅提升［2］，由表 1 可看出:《华西药学杂

表 1 2005 ～ 2010 年发表的基金论文及基金论文率

年份 总论文量 /篇 基金论文量 /篇 基金论文率 /%
2005 273 49 17． 95
2006 297 56 18． 86
2007 322 53 16． 46
2008 332 79 23． 80
2009 290 75 25． 86
2010 315 91 28． 89
合计 1829 403 2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