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研究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是内科常见病，近年来发病率有逐渐上升趋势。我科自2005年2月开展了DNA单核苷酸

钠治疗该病的临床研究，取得较满意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病例选择与分组 

    入组标准：(1)符合1995年全国心肌炎、心肌病专题研讨会提出的关于“成人病毒性心肌炎诊断参考标

准”[1]；(2)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心悸、胸闷、乏力、面色苍白、多汗等症状；(3)排除因细菌、真菌感染、

药物反应、中毒反应、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性疾病等所致的心肌炎。按照以上标准，共入组患者88例，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4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心电图改

变等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表1)。 

    1.2  治疗方案 

    对照组：常规给予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包括：卧床休息，静脉滴注ATP、辅酶A、维生素C、丹参、黄

芪，纠正心律失常，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病毒治疗以及减轻心脏负荷等；症状严重者适当给予激素、吸氧，

有心功能不全者给予强心治疗；2周为1个疗程，两个疗程后评价疗效。治疗组在对照组相同中西医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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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加用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北京赛生药业有限公司，准字H11022106)150 mg，加入到250 ml的5%葡

萄糖注射液中，缓慢滴注(2 ml/min)，1次/d，14 d为1个疗程，2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1.3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标准参照文献[2]中病毒性心肌炎疗效标准。治愈：临床主要症状、体征基本消失，心电图检查

基本恢复正常；好转：临床主要症状控制或好转，心电图检查较治疗前有所改善；无效：临床症状、体征及心

电图检查均无改善。以治愈和好转计为有效。同时，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症状完全消失时间的差异。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组间总有效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中位症状消失时间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结果 

    治疗组治愈33例，好转9例，总有效率95.45%；对照组治愈30例，好转5例，总有效率79.54%，治疗组总

有效率优于对照组(P=0.049)。 

    2.2  两组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治疗4周后，对照组44例中30例症状完全消失，中位症状消失时间为9.5 d；治疗组44例中33例症状完全

消失，中位症状消失时间为6.5 d，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35)。 

    2.3  药物不良反应 

    治疗组中两例患者在静点DNA单核苷酸钠过程中出现血压偏低、轻微头晕，平卧休息并减慢滴速后，症状

逐渐缓解，其余患者无不良反应。无因不良反应未能按计划完成治疗的患者。 

    

3  讨论 

    病毒性心肌炎是指嗜心性病毒(主要指柯萨奇、埃可、流感病毒等)感染引起的心肌局灶性或弥漫性炎症

病变，有关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与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研究认为：病毒及其毒素直接侵犯心肌并引起

自身免疫反应和免疫失调，损伤血管内皮和心肌细胞，使心肌细胞缺血和炎性细胞浸润，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引发细胞膜内脂质过氧化损伤，产生脂质过氧化物，使细胞膜通透性增加，钙离子大量内流，细胞内钙超载导

致细胞坏死[3]。因此，扩张冠状动脉、保护血管内皮完整、增加心肌供氧、减轻心肌耗氧、减少氧自由基产

生，对于防止心肌细胞受损、恢复心脏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是以生物技术提取的脱氧核糖核酸为原料，经多种生物酶的作用而形成的，富含腺

嘌呤核苷酸、鸟嘌呤核苷酸、胞嘧啶核苷酸、胸腺嘧啶核苷酸等4种核苷酸成分，参与体内核酸代谢过程，对

肝脏、心脏、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等多器官、系统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对于心脏而言，DNA单核苷酸钠注射

液的主要作用有[4]：(1)减少氧自由基产生，减少中性粒细胞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趋化作用，保护血管内皮细

胞完整性，防止细胞内钙超负荷，对心肌细胞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2)扩张冠状动脉，抑制血小板凝聚，增

加心肌供氧量；(3)具有负性肌力作用、负性频率作用以及降低心脏后负荷、减轻心脏对儿茶酚胺反应性等作

用，使心肌耗氧量下降，减少ATP消耗；(4)提高机体腺苷水平，激活腺苷受体，改善心肌细胞代谢。本研究

将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联合其药物联合用于治疗急性心肌炎，取得较好疗效。应用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的

治疗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以及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显示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在改善受损心肌细胞功能以

及防止心肌细胞进一步受到损伤方面的优势。此外，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还具有抗病毒和调节机体免疫力的

作用。核酸是维持正常细胞免疫所必需的营养物质，由于免疫系统没有“从头合成途径”合成核苷酸的能力，

补充外源性核苷酸可有效地促进机体维持正常免疫功能。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具有调节外周淋巴细胞功能，



促进淋巴细胞分泌白介素-2和α-干扰素；促进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杀伤活性，调节T细胞功能；增强单核细胞

的趋化及吞噬作用等[5]，因此，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在抗病毒治疗中也发挥重要作用[6]。病毒性心肌炎的

发生发展与病毒直接侵犯心肌以及病毒或毒素引起的免疫失调有直接关系。在急性期的治疗中，抗病毒治疗尤

其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对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早期加用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取得较好疗效，证实了DNA单核

苷酸钠注射液在抗病毒及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方面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提示，DNA单核苷酸钠注射液在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中可以通过多种药理作用发挥重要的

治疗作用，耐受性好，无严重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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