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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氯喹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脂的影响 

张 羽，杨 静 

(绵阳市中心医院风湿科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目的 观察羟基氯喹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脂的影响及不良反应。方法 对 l18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治疗组，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脂的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实验前血脂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观察项 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前后观察项 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在6、12、18个月时，所有观察血脂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 

HcQ具有明确的改善SLE患者血脂的作用。对于没有应用 nCQ禁忌证的轻、中度 SLE患者尽量早期应用HCQ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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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抗风湿药物羟基氯喹对患者脂质的影 

响，旨在探讨对改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预后方面的 

意义，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 1 18例均为我院风湿科门诊和住 

院的患者。诊断均符合 198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系统 

性红斑狼疮 (SLE)的诊断标准。已服用降脂药物、患 

狼疮脑病、狼疮肺炎、狼疮肾炎、糖尿病及糖耐量异常 

者不纳入观察对象。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观察组59例，治疗过程中因视物模糊 2例，上腹部不 

适、头痛和皮疹各 1例，共54例完成 12个月的随访； 

其中女50例，男4例，平均年龄(34±11．5)岁，平均病 

程(2．3±2．2)年；对照组 59例，因原因不明失访 4例 

退出，55例完成随访；其中女 52例，男 3例。平均年 

龄(35±10．5)岁，平均病程(2．4±2．3)年。两组在年 

龄、性别、病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两组均给予强的松 0．5mg／kg，6周后逐渐 

减量，在 12周左右给予维持量 10mg／d，观察组给予羟 

基氯喹6．5mg／(kg·d)+强的松；对照组强的松，记录 

采血前 12h禁食。检查项 目包括：血浆胆固醇(TC)、 

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 

(HDL)、脂蛋白APOa、APOb。同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 

的情况。观察组患者每 6个月眼科随诊查眼底 1次。 

每个月查肝、肾功能、血液系统。 

1．3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 t检验。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实验前血脂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实验前血脂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JP>0．05)，见表 1。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的比 

较：对照组治疗前后观察项 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前后观察项 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C、TG、LDL降低，HDL升高，尤其在治疗 18个月 

后(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在观察 12、18个月时， 

所有观察血脂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良反应：两组完成随访的患者，其肝、肾功能、 

血液系统检查均正常。眼科随访正常。治疗组有 2例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6、12、18个月的血脂水平。患者 诉轻度恶心，未作特殊处理。 

表1 实验前后血脂的变化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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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芬太尼用于产科术后镇痛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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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 目的 研究舒芬太尼用于产科术后镇痛的效果和对哺乳新生儿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160例产妇随机分成舒芬太尼组(A组)、芬太尼组(B组)观察镇痛效果、产妇 自评效果和哺乳新生儿的 NBNA评分。结 

果 A组镇痛效果和产妇 自评效果高于 B组，两组新生儿的 NBNA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舒 芬太尼用于产科 

术后镇痛效果佳，满意度高，对哺乳新生儿 NBNA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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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nical study of epidural analgesia with sufentanil after cesarean section．XU Jun。TANG Yong．3lA Fei．et a1．Ma— 

ternity Hospital ofJinjiang，Chengdu，Sichuan 6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pidural analgesia after cesarean sec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suckling 

neonate with sufentanil．Methods 1 60 cases parturi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ufentanil and fentanyl group．The analgesic 

effect-satisfying degree of parturien and the NBNA scores of the suckling neonat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Results Compa一 

△ 通讯作者 

3 讨 论 

羟基氯喹是 由4．氨基喹啉化合物构成的硫酸羟 

氯喹，其药理作用与其结构中的4．氨基化合物作用相 

关。羟基氯喹作用一种抗疟药，通过复杂的抗感染，免 

疫抑制和免疫调节作用，在临床中发挥退热、抑制关节 

炎、消除皮疹、抗凝和降血脂等多方面的作用。近 1O 

年来，由于认识到羟氯喹在免疫调节中的广泛作用而 

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也使羟基氯喹在风湿病治疗中的 

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羟基氯喹的作用机制：①通过 

稳定溶酶体膜，抑制 白细胞趋化，阻止白细胞介素-1 

的产生，抑制 PG的产生和抑制各种酶系起到抗感染 

作用；②通过抑制免疫复合物的形成，抑制补体活性， 

抑制 IE细胞的产生，抑制抗核抗体反应等起到免疫抑 

制作用；③吸收 uV及通过 uV能量转移到光栅作用； 

④通过抑制DNA、RNA聚合酶功能，抑制蛋白质合成， 

减少细胞的复制起到 DNA的相互作用⋯。羟基氯喹 

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反应、皮肤损害、神经系统症 

状、血液学改变及眼病变 J。因此在羟基氯喹治疗的 

同时，尤其是疗程>3个月的，应定期进行眼科全面检 

查。 

要显著改善 SLE患者的预后 ，应减少动脉粥样硬 

化所致的心血管事件。使用激素及 SLE患者本身动 

脉粥样硬化加速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血异常脂质谱 J。降脂治疗成为 SLE治疗中应兼顾 

到的方面。对大鼠模型的研究发现，羟基氯喹通过增 

加胰岛素敏感性而改善血脂水平，作用强度与二甲双 

胍相似 J，这可能是羟基氯喹抑制胰岛索降解所致加 

之羟基氯喹的抗血栓作用，它很可能减少 SLE患者心 

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但这仍需要长期的随访观察。同 

时羟基氯喹具有抑制内源性胆固醇酯的水解作用 ，升 

高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使血脂降低 ，一些实验表明， 

HCQ可减低糖皮质激素的某些不良反应，如糖皮质激 

素治疗后可使血脂升高，如同时接受 HCQ治疗，则血 

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相对降低 J，与本研究 

结果相符。但本研究的患者数量有限，需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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