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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干扰素联合乙肝舒康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研究
邵 崇波

(黑龙江省大庆市第二医院传染科 163 46 1

摘要 目的 :探讨长效干扰素(IFN )
。 一 2 。 联合乙肝舒康胶囊治疗病毒性慢性乙 型肝炎 (c HB) 抗病毒治疗的 临床疗效

。

方

法 : 94 例 C】IB 患者随机分为 3 组
,

分别接受单纯护肝药物 治疗
、

长效千扰素
,

及长效千扰素联合珍珠草 乙肝舒康胶囊治疗
,

疗程

拼 周
。

观察血清 H Bv 一

DN A 及 H压浪g
、

HBe Ag 的阴转情况
。

结果 : 长效干扰素组及联合治疗组的抗病毒疗效与对照组相比
,

疗效

均优于对照组(P < 0
.

05 )
,

且联合治疗组的 H Bv 一

DN A 的复制水平下降率及 H‘纯 阴转率均高于长效千扰素组
。

结论 : 长效干扰

素与 乙肝舒康胶囊有协同抗病毒作用
,

且疗效优于单用长效干扰素治疗
。

关健词 :慢性 乙型肝炎 ; 长效干抚素
。一 2b ; 乙肝舒康胶 t ;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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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ini
e

rfe rD n 一 a IFW 一 a) 是目前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

肝炎 (口扭)有效及首选的药物
,

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
,

其

中以长效干扰素因其给药特点
,

更易让人接受
,

其抗病毒疗效

肯定
,

但由于有效率低
,

疗效不很理想
。

目前寻找对 HB V 感染

更有效
、

更安全的治疗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

因此
,

干扰素与其

他药物联合应用成了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

迄今为止
,

对于

11水治疗 CH B 的最佳方案仍在不断摸索和总结中
。

乙肝舒康

胶囊的抗病毒疗效肯定
,

而且有副作用小
,

无痛苦的优点
。

本

研究对长效干扰素联合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的抗病毒疗效进

行了初步探讨
,

现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

1
.

1 病例选择 :

1以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为 2(X) 3 年 1 月 一 2以万年 8 月我

院住院患者
,

男性 68 例
,

女性 36 例
,

年龄 24 一 58 岁
,

平均年龄

39
.

7 土 18
.

1 岁
。

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符合 2(X X) 年 9 月第十

次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修订的慢性 乙型肝炎的诊断标准
,

同

作者简介
:

邵崇波
,

(1卯1 一
)

,

主治医师
。

(收稿日期必洲拓
一仍 一 ro 接受日期

: 2仪拓 一
肠

一
29 )

时符合以下条件者 1 )HBv 复制
: HB s

纯
、

刊氏纯 及 HBv 一

DN A

同时阳性
。

2) 血清 AL I
.

异常为正常的 2 倍 一 5 倍为人组条件
。

排除标准
:

年龄 < 16 岁或 > 印 岁
,

有严重的并发症
,

有造血系

统疾病
、

干扰素过敏
、

妊娠
、

哺乳等使用干扰素禁忌症的患者
,

及本次住院前一年内进行过任何抗病毒治疗者
。

1
.

2 治疗方法 :

所有病例随机分为三组
: ¹ 对照组 33 例

,

应用普通保肝

药物治疗
,

疗程 6 个月
。

º 长效干扰素治疗组
,

35 例
,

治疗方

案是
:
长效 巧叹“ 一 2a (商品名

:
派罗欣

.

上海罗氏公司 ) 180 u g ,

一

周一次
,

皮下注射
,

疗程 6 个月
,

可视病情延长至 1年
。

本研究

观察 6 个月
。

» 联合用药组 36 例
,

除与长效干扰素治疗组一

样使用派罗欣外
,

加用乙肝舒康胶囊 (杨凌麦迪森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
,

主要成分叶下珠
、

白花蛇舌草
、

虎杖
、

丹参
、

黄蔑 )4 粒
,

一日三次
,

口服
,

疗程 6 个月
。

三组病例的年龄
、

性别
、

病程
,

病情严重程度
、

治疗前肝功能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

治疗

前检测肝功能
、

肾功
、

血常规
、

乙肝病毒标志物
、

H B v 一 D N A
o

治疗开始后每半月检测一次肝功能
、

肾功
、

血常规
。

治疗开始

后两个月
、

四个月
、

六个月分别检测一次乙肝病毒标志物
、

I化v

一 D NA
。

1
.

3 检测方法 :



肝功能
、

肾功能
、

血常规应用 日本 日立公司生产的 HI
-

TAQ叮 71 7 05 型生化仪检测
,

乙肝病毒标志物应用美国雅培公

司的 尤巧YM 全自动免疫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
,

H BV 一 D NA应

用瑞士罗氏公司的自动荧光定量基因检测仪检测
。

1
.

4 指标观察及疗效判定标准 :

疗程结束后指标观察
: ¹ 血清 HB v 一 DN A 及 H BS 纯

、

H氏Ag 的阴转情况
,

其中 llBv 一 D叫A其对数值降低 > 2为阳性

º 肝功能恢复情况
。

1
.

5 统计学处理 :

两组间率的比较用 产检验

2 结果

治疗前后 H丑v 一 DN A 变化及 H B sAg
、

H Be Ag 阴转情况的比

较(见表 l)
表 1 治疗前后 HB v 一 D N A 变化及 H氏A召、扣氏A g 阴转情况的比较

T习日e 1 H BV 一 D N A , H氏Ag 阳d HBe Ag l曰山 长肠比 / 心巴 廿巴由侧, t

组别 例数 HB v 一 DN 人 HB s
戈阴转 H Be 人名阴转

对照组 33 1(3
.

0 % )
’
御 0二 l( 3

.

0 % )
. ‘

长效干扰素治疗组 33 11(33
.

3 % )
. △ 2(6

.

0 % )
香 △ 9 (27

.

3% )
’ ‘

联合用药组 35 15 (犯
.

2% ) 口。 s(刀
.

0 % ) 者盛 z一(35
.

5 % ) . ▲

两组间同指标率的比较
“ P < 0. 仍

, . P < 0
.

仍
, △P < 0

.

仍
, 么 P》 0

.

仍

肠
e c田 , 叨物 J the ~

i侧加笼 ra tes 反加忱n the 咖 , 田详
, . P < 0.

05 , . P < 0
.

05
, △P < 0

.

05
, ▲P > 0

.

05

结果表明
,

长效千扰素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的 IIB V -

D NA 下降水平及 H氏Ag
、

托氏Ag 阴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
.

仍 ); 联合治疗组的 H Bv 一 D NA 下降水平及 H玩Ag 阴转率则

明显高于 If刊 一 己b抬疗组 (P < 0
.

仍) ; 扭k掩 阴转率两组无显

著差异性 ( P > 0
.

05 )
。

2
.

3 不良反应结果 :

长效干扰素治疗组两例中途停止治疗
: 1例因白细胞

、

血

小板明显减少
,

另 1例因长期低热而不能耐受而停止治疗
。

联合用药组一例因白细胞
、

血小板明显减少而停止治疗
,

整个

疗程未发现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有明显副作用
。

3 讨论 :

Q 一 干扰素是被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署 ( FD A )最早批准的

用于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药物
,

迄今在临床上已经使用了

20 多年
,

它是国际公认的治疗慢性乙肝的有效抗病毒药物
,

并

且被认可对慢性乙肝有明确的长期疗效
。 a 一 干扰素主要有

四大生物学作用
:
抗病毒

、

抗细胞增殖
、

免疫调节和抗肝纤维

化作用
。

其作用机制包括两条途径
:
直接抗病毒作用和免疫

调节作用
。

其直接抗病毒作用是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

主要

作用靶位点是 IIB V D NA
。

因此
, Q 一 干扰素不仅抑制 HB v DN A

复制
,

同时还可以抑制病毒蛋白的表达
,

表现为 IIB v 及 阅跳纯

均可能转阴
。

另外
a 一 干扰素通过免疫调节机制

,

调节机体对

乙肝病毒的免疫应答
,

以协助抗病毒效应
。

本研究结果示
Q -

长效干扰素治疗组 I胶A g 转阴率 27
.

3% ,

(对照组 3
.

0 % ) ; 与

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

目前
,

干扰素使 H Be Ag 的阴转约为30 % 一 50 % ,

但随剂量

增加费用增加而副作用增加更明显[zJ
,

英国《柳叶刀》杂志曾

经报道
,

药用植物珍珠草有良好的乙肝表面抗原转阴作用 [s]
。

琉
一 CD 等人发现珍珠草在一定浓度时可抑制 11B v 一 川R N A

的转录过程以及 D NA 多聚酶的活性 [4]
。

该研究使用的珍珠草

乙肝舒康胶囊的主要成分为珍珠草 (叶下珠 )
,

其他成分无抗

病毒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
,

联合治疗组的 I拍v 一 D N A 下降水

平及 H玩Ag
、

H Be Ag 阴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联合治疗组的

H Bv 一 DNA 下降水平及 H Bs A名阴转率则明显高于 侧 治疗

组 ; 班k 吨 阴转率两组无显著差异性
。

联合治疗组的应答率

也明显高于 万N 治疗组 ;这提示珍珠草乙肝舒康胶囊与长效

干扰素有协同抗病毒作用
,

通过联合用药提高了长效干扰素

的临床疗效
,

抑制了病毒复制
,

促进肝功能恢复
,

副作用却没

增加
,

在临床有较好的使用价值
。

同时
,

乙肝舒康胶囊的抑制

H BS Ag 的作用较长效干扰素更强
,

二者联合应用提高了抗病

毒的疗效
。

但本研究发现 拙
.
纯阴转率为 22

.

0 % ,

与文献报

道不一致[5. 6J 。

是否与观察时间短
、

未进行长期的随访观察有

关
。

参考 文 献

【l] 刘克洲
.

干扰素治疗病毒性肝炎 fJ〕
.

中华肝脏病杂志
,

200 1 , 9 :

洲2

〔2 1 马为民
,

陆坚
,

蒋小玲
,

等
.

干扰素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及其

预测因素分析〔J]
.

中华传染病杂志浏幻1 , 19 (3) : 148

口〕 仆 , 哭户叫an SP
,

」叮~ s , v all i

~
J

, d al
.

巧, U翻山. 明

~词 抽钾‘‘。 B〔J]
.

b 叨伙r , l卿
, 336 : 如9

〔4〕 崛
一 cD

,

侃
一 M

.

民州翻血幽 ~
。 d o初1 烤即l

如
l峭四titiS B

vi川日
〔Jl

.

D 从 J Q in .

I n ,
叫

, 1!拟玉
,

26 ( 12 ) : l《义刃 一 76

【5〕 洪德庆
,

阐凤珊
,

李建树
,

等
.

苦味叶下珠使血清 l‘人名转阴的实

验流行病学研究〔J〕
.

江苏医药
, 1华拜 ,

20 (8) 二43() 一 432

【6 ] 张建军
,

盛国光
,

张赤志
,

等
.

叶下珠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临

床研究【J〕
.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 2仪犯 , 12(6) : 326 一 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