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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注射用低分子肝素钙(商品名立迈青)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 IA)的疗效。方法　应用立迈青治

疗 52 例 TIA 患者 ,进行临床及实验室指标观察。结果　立迈青的基本治愈率 、总有效率 90%, 血小板计数 、血液流变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立迈青是治疗 T IA 的一种安全 、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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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对 2004-01 ～ 2006-01收治的 52例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TIA)患者应用注射用低分子肝素钙

(商品名立迈青)治疗 ,结果表明该药治疗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TIA)总有效率 90%,现总结资料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 52 例 ,其中男 38 例 , 女 14

例 ,年龄 48 ～ 82岁 ,平均 67岁 。52例 TIA 患者均

按 1996年第 4届全国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制定的

标准确诊 。且具备下列条件:(1)近期无大手术及

活动性出血;(2)血压低于或干预后低于 180/

120mmHg;(3)无严重的全身疾病以及已用过抗血

小板 、抗凝 、纤溶剂 、有出血倾向者 。

1.2　方法　入选患者在应用常规治疗(即调整血

压 、血糖 、血脂 、纠正心律失常)的基础上给予立迈青

5000IU腹部脐旁皮下两侧交替注射 2次/d ,共 7d;

治疗前后所有病例均测定血小板计数(Pt)、全血黏

度 ,高 、低切变率(RD 、RA)、血浆黏液及纤维蛋白原

(Fg)。

1.3　病情程度分级　凡具下列 3 项中的 2项或 3

项者为重症;仅具有 1项或无者为轻症:(1)高血压 、

糖尿病或冠心病史;(2)TIA发作≥4次/d;(3)每次

发作持续时间>1h 。其中轻度 36例 ,重度 36例 。

1.4　疗效评定标准　(1)基本治愈:治疗后 3d内发

作控制;(2)有效:发作在 3 ～ 7d内控制;(3)无效:治

疗 7d后发作未控制;(4)恶化:转为脑梗死。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3d内发作控制者基本治愈为 38

例(73.07%),基本治愈 +有效者(9 例)为 47 例

(90.38%),无效者为 1 例(1.92%),进展为梗死者

为 4 例(7.6%), 总有效率为 90.38%, 无效率为

9.61%

2.2　实验指标改变　治疗后监测 Pt及血液流变学

并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组各项指标均无明显变化

2.3　不良反应　治疗 5例出现注射部位轻微瘀斑;

4例出现短暂牙龈出血。

3　讨论

微栓子学说目前被认为是 TIA 的重要病因和

发病机制之一 ,即微血栓形成 ,微栓子主要来源于颈

内动脉系统动脉硬化性狭窄处的附壁血栓和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的脱落 ,胆固醇结晶等。微栓子阻塞小

动脉后出现缺血表现 ,当栓子破裂或溶解移向远端

时血流恢复 ,症状消失
[ 1]
。应用标准肝素抗凝治疗

TIA 及部分缺血性卒中已有五十多年历史 ,并取得

确切疗效。但因其半衰期短 ,较易引起自发性出血

且治疗期间需对凝血系统进行监测 ,使其临床应用

受到限制。而低分子肝素是普通肝素分离得到的一

些组分或裂解后产生的片断 ,其相对分子量 4000 ～

6500 D[ 2] 。具有凝血酶 Ⅲ依赖性抗Ⅹ a 因子活性及

纤维蛋白酶原活性。其抗 Ⅹ a因子和抗 Ⅱa因子的

比值为 3.2∶1 。抗血栓优于普通肝素 ,抗凝血作用

无明显差异 ,出血危险小 ,生物利用度高(皮下给药

利用度明显提高 ,接近 98%)。对 KPT T 影响不明

显 ,量效关系明确 ,预期浓度和疗效准确 ,无需药物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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