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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生物制剂或类似植物药等

影响研究结果的药物，也不可自行停药、换药。

1．4观察指标：记录肿瘤坏死因子Ot(TNF—d)、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及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

于患者空腹状态下取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TNF一仅、VEGF指标水平，本研究试剂盒购自基尔顿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过程中所有操作需严格按照

产品说明书进行。

1．5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

据，近似正态计量资料(元±s)采用t检验或秩和检验，

正态计数资料(％)行x2检验或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血清指标：治疗后，两组TNF-Ot、VEGF水平均降

低，且观察组降低更为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两组(n---48)TNF．d、VEGF指标(元4-5)

注：TNF·ot：肿瘤坏死因子；VEC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2 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照组为20．3％

(10／48)，其中腹部不适1例，皮肤瘙痒2例，白细胞下降

3例，肝肾功能异常1例；观察组为4．17％(2／48)，其中腹

部不适1例，皮肤瘙痒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照组高于

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095，P<o．05)。

3讨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理基础为滑膜炎，患者临床表

现以受累关节僵硬、滑膜异样增生、产生自身抗体、软

骨和骨破坏变形等为主。类风湿性关节炎一旦发生即

会造成T、B淋巴细胞失调，累及滑膜血管，进人滑膜

从而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固有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和

破骨细胞的活性在炎症因子的作用下得到增强，导致

关节畸形、致残，失去劳动能力"J。

血管新生会伴随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着整个发

病过程，也是患者经久不愈的主要原因。类风湿性关

节炎滑膜血管新生形成血管翳可为新生的细胞提供营

养支持，同时也会造成更多的炎症介质和细胞浸润滑

膜，从而加重患者病情，因此临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的关键在于阻断滑膜血管新生。关节软骨表面的血管

新生主要受血管生成促进因子与抑制因子共同调节，

但在病程早期血管生成抑制因子逐渐被促进因子替

代，打破血管新生平衡，促进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

发展∞1。TNF—Ot与血管因子关系密切，会造成滑膜细

胞异常增殖与凋亡，增加炎性反应，推动病情进一步发

展，因此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体内TNF．d、VEGF水平

明显高于正常人。临床治疗主要以应用抗风湿药物为

主，其中甲氨蝶呤在临床中应用最广，主要通过抑制叶

酸代谢发挥免疫抑制作用，抑制TNF．仅水平，减轻骨

关节侵蚀，改善患者临床症状"J。随着该药物的广泛

应用，患者体内的耐药性不断增加，单用甲氨蝶呤治疗

类风湿性关节炎已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艾拉莫

德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能有效抑制患者体内

TNF一仅、白细胞介素-1(IL—1)、白细胞介素一8(IL一8)等

水平，且与生物制剂相比价格低廉，容易被患者接受，

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少，是类风湿关节炎患治疗者的

新选择18j。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

TNF一仅、VEGF水平均较低，表明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

采用艾拉莫德治疗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TNF—d、

VEGF指标水平，是一种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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