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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伐他汀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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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 第一次发作蛛网膜下腔出血（’9$）患者 V1
例，发病后 / X 42（ 平均 U# !）6 入院# 分为 /- DH 辛伐他汀

组：4-（男 /.，女 /.）例，年龄 4! X 1.（平均 ./# 1）岁；!- DH 辛

伐他汀组：4-（男 /1，女 /2）例，年龄 44 X 12（ 平均 .-# 0）岁；

对照组：!1（ 男 /2，女 /!）例，年龄 4- X 1!（ 平均 20# 1）岁# 4
组患者性别、年龄、血脂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均无心、肺、肾

疾病史# 腰穿为均匀血性脑脊液，经 5( 证实并排除血肿及脑

实质出血# 除常规治疗外，每天分别口服辛伐他汀 /- DH 或

!- DH 连服 ! IY# TT，TTT 级患者于发病 / IY 内行 R’9 检查，

所有患者均于 U X /- K 或有临床症状时行 (5R 检查# 于治疗

后 -，U 和 /2 K 采 血 待 测 一 氧 化 氮（)N），一 氧 化 氮 合 酶

（)N’）# /- DH 组 V 例发生脑血管痉挛，!- DH 组 . 例发生脑

血管痉挛，对照组 0 例发生脑血管痉挛，4 组间无明显差异#
收治时组间 $><@Z= 分级无差异，治疗 ! IY 后经重新 $><@Z= 分

级并进性 +;H;@ 分析，4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 -.）# 治疗过

程中血清 )N 和 )N’ 含量有变化（表 /）#

表 /" ’9$ 治疗过程中 )N 和 )N’ 水平的变化 （" # $）

组别 %
)N（!D8A \ :）

- K U K /2 K

)N’（Y> \ :）

- K U K /2 K

/- DH 4- /U# 1 ] 2# 0 /4# V ] 4# V7 /1# 0 ] .# 17 !.# 1 ] 1# 4 !4# . ] .# V !.# / ] .# 17

!- DH 4- /U# / ] 4# V /.# / ] 2# /OL /0# 0 ] 1# 4OL !1# / ] .# . !4# V ] 1# 1 !1# 0 ] 1# V7

对照 !1 /U# 1 ] 2# - //# - ] 2# 1 /2# 1 ] 2# V !1# - ] .# 0 !!# 2 ] 2# 2 !!# 2 ] 1# /

7! [ -# -.，O! [ -# -/ &$ 对照；L! [ -# -. &$/- DH#

&% 讨论%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血液崩解释放氧合血红蛋白，

破坏 )N 释放神经元，血红蛋白的代谢产物氧化胆红素片断

可增加内皮 )N’ 内源抑制因子含量，减少了 )N 的含量［/］#
辛伐他汀可通过抗炎、预防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及增加 )N 生

物合成恢复内皮功能［! 3 4］# 有资料显示，’9$ 患者服用辛伐

他汀 U K 后可明显增加 )N 含量（! [ -# -.）# 我们的研究结

果显示 ! IY 时辛伐他汀组 )N’ 水平较对照组才明显升高（!
[ -# -.）# 辛伐他汀可能通过 ! 种途径影响血中 )N 水平：早

期直接激活 ?)N’ ，引起内皮细胞 )N 的迅速释放# 随着作用

时间延长，辛伐他汀可使内皮细胞 )N’ D+)9 表达上调，提

高内皮细胞 ?)N’ 含量，使内皮细胞 )N 合成及释放增多# 辛

伐他汀与血清 )N 水平呈现一定的剂量相关性# 动物实验表

明，应用辛伐他汀可降低 ’9$ 后脑血管痉挛的发生率#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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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观察到辛伐他汀降低了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发生率，但是

统计学差异不明显，可能与观测手段有关# 辛伐他汀可能通

过改善内皮功能、增加 )N 合成，改善出血后缺血脑组织的血

液供应而使临床症状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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