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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观察旨在观察凯时(前列地尔脂微球载体

注射剂)治疗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疗效。

1 资料和方法

1. 1 资料 2002年 1月~2003年3月在我院心

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心力衰竭患者，排除瓣膜性

心脏病所致，共 60例人选。其中冠心病心衰 40

例，高血压病心衰15例，扩张性心肌病5例，随机

分为2组，治疗组30例，对照组30例。

明显下降，治疗后 Id与治疗后14d血压无明显差

别，治疗前后心率无明显变化。

两组心功能指标影响比较 见表2,

裹2 二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的比较

1.2 方法

1.2.1 给药方法

Lvs(- )

LA(c幻1)

WD(cm)

EF(% )

△IX%)

E/A

治疗组(。二30)

治疗前

4.80士1,00

4.50士0.90

1.00士0. 15

38.75士9.80

18.80士s. 00

0.80士0.15

治疗后14d

4.75士1.10

4. 31士0.85

0.98士0.17

47.01士l0. 01k

25.05士5. 83bL,

1. 15士0. 20-

对燕组(.=30)

治疗前

4.90士1.05

1.70士1.00

0.95士0.16

39.00士8.90

19.54士5.05

0.81士0.13

治疗后14d

4.87士1.01

4.66士0.99

0.94士0.15

43.50土9. 53"

21..51士6.03

0.91士0.18+

两组经常规血管紧张素转换
注:与治疗前比较P <0. O5, P <0. Olb与对照组治疗后 14d比较。P <0.05"'.且示两

组治疗后心功能指标均有所改普，但跳时治疗组较对照组更明且.

酶抑制剂(ACED、利尿剂、强心贰治疗1-v2周后，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凯时(北京泰德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20l.g，静脉推注，1次/d，共14d.
1.2.2 临床观察 于注射前、注射后30min、注射

后Id及结束时分别测定血压、心率，于治疗前后

分别记录NYHA心功能分级、心电图及超声心动

图。

1.2.3 超声心动图检查 患者左侧卧位，取左室

长轴观，采用二维及 M型超声心动图标准方法检

测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S)、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D)、左房(LA)、室间隔厚度(IVS)、左室厚壁

厚度(WP)及射血分数(EF%),短轴缩短率

(△D%)

1.2.4

、肺动脉压力E/A值等。

统计学处理 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x士: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0. 05.

2 结果

    治疗前后血压及心率变化 见表1,

3 讨论

    心力衰竭是心血管常见病之一，5年死亡率与

恶性肿瘤相似，极大危害着我国人民的健康，近年

研究[[1-21发现前列腺素E，能改善心衰患者临床症

状及体征，机制可能与前列腺素E，能改善心衰患

者微循环及内皮细胞功能，抗氧自由基，从而减轻

心脏前、后负荷，减少心肌耗氧量，从而增加心输

出量，改善心功能。本研究显示，静脉应用凯时

(前列腺素E1)能显著改善心衰患者心功能，与对

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长期应用对血压、心率无

明显改变，与文献报道一致[[3]，不良反应少，患者顺

从性好，应用方便，故适用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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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I 凯时治疗前后心力衰竭患者血压及心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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