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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为 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 A 还原酶抑制
剂，临床除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型高脂血症，还用于
冠心病和脑中风的防治，且对冠心病和脑中风的防治已列入
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适应证范围。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他
汀类药物的深入研究，其临床多效性日益显现，其作用机制除
降低总胆固醇（T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水平，
还包括提高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修复受损内皮、抗炎、抗氧
化、促新生血管生成、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改善内皮细胞、
抑制心肌肥厚等。本文拟就他汀类药物在循环系统、神经系
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及其他领域的临床多效性研究进展
作一综述。

1 循环系统疾病
1.1 冠心病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及多层血栓的形成是急性冠脉
综合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中胶原
蛋白的含量，胶原蛋白含量减少导致斑块脆性增加，易于破
裂，而基质金属蛋白酶在胶原蛋白含量减少及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机械稳定性下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evik C等[1]研
究发现，他汀类药物可以减少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
从而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Hiro T等[2]对服用他汀类药物治疗
8～12个月的 252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采用血管内超声
（IVUS）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治疗前、后面积进行比较，发
现斑块面积有显著的减小，表明他汀类药物能够使易损斑块
稳定化，减少血栓栓塞的危险，甚至逆转斑块。方东升等[3]观
察了不同剂量阿托伐他汀钙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UAP）的疗
效，将180例UAP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90例），对
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阿托伐他汀钙10 mg/d，治疗组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阿托伐他汀钙加至 20 mg/d，连用 12周，
观察 2组患者临床疗效、心电图及血脂的变化。结果，治疗组
心绞痛总有效率为92.2％，对照组为80.2％，2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心电图总有效率为92.2％，对照组
为 82.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患者治
疗前、后血脂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下降更为显著
（P＜0.01）。由此表明，较大剂量阿托伐他汀钙能有效改善
UAP患者的症状、心电图和血脂水平，是治疗UAP安全、有效
的药物。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是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
之一。NAPLESⅡ研究证实，单次、大剂量（80 mg）、短时（24

h）内给予阿托伐他汀具有心脏保护作用，可降低择期PCI围术
期心梗的发生率 [4]。2009年公布的 ARMYDA-RECAPTURE
研究是对长期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PCI患者再应用阿托伐
他汀的疗效进行观察，进一步验证了PCI术前强化他汀治疗的
重要意义[5]。对于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降低心肌
血管再通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及经皮气囊冠状动脉成形术）

的危险性已被列入辛伐他汀适应证范围。

1.2 高血压
临床试验证实了他汀类药物的降压作用，他汀类药物降

压的机制包括：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肥大、增殖，纤维素沉
积和胶原蛋白的交叉粘连；改善内皮功能，减少炎性反应的细
胞因子和活性氧簇；下调血管紧张素Ⅰ型受体的合成，降低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浓度和活性，减少血管紧张素Ⅱ生成，从而拮
抗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活性 [6]。Strazzullo
P等[7]对研究他汀类药物降压作用的20 个（828例受试者）随机
对照试验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他汀治疗组的患者的收缩压
比安慰剂组或者其他调脂药物组明显降低[平均差异：－1.9
mm Hg（1 mm Hg＝0.133 kPa）；95％CI：3.8～－0.1]；如果选择
基线收缩压大于 130 mm Hg 的试验进行分析，他汀类药物的
降压效果更明显（平均差异：－4.0 mm Hg；95％CI：－5.8～
－2.2），即基线时血压越高，他汀类药物的降压作用越明显。

董丽萍[8]报道了氟伐他汀联合非洛地平治疗老年收缩期高血
压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氟伐他汀与非洛地平联用有助于降
低脉压，是老年收缩期高血压患者尤其是伴高脂血症时治疗
的重要辅助药物。

1.3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心脏疾病发展的较严重的

表现，他汀类药物可以改善心力衰竭患者预后。CHF患者由
于机体处于持续氧化应激状态，故心脏中大量的活性氧簇
（ROS）不断地加速心力衰竭的进展，而他汀类药物可以通过增
加内皮型一氧化氮的产生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还可以通过
抗氧化应激作用来阻止ROS的产生，从而改善心脏功能[9]。邹
水平等 [10]观察了阿托伐他汀钙辅助治疗 CHF 患者的临床疗
效，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5例，对照组患者进行CHF的常规治
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 20

mg、每日 1次口服，连续治疗 16周，治疗结束后比较 2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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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左室射血分数、每搏量、左室舒张末内径、每分心排
血量，并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经过 8周的治疗，治疗组患者
的左室舒张末内径减小（P＜0.05），左室射血分数增加（P＜
0.05），与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显示CHF患者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能够更好地改善患者
的心脏功能。赵能君[11]观察了辛伐他汀和辅酶Q10在CHF治疗
中的抗氧化应激作用。选择心功能Ⅲ级以上的 CHF 患者 70

例，均分为2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强心、利尿、扩血管、抗
感染和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等综合治疗，研究组在此基
础上加服辛伐他汀 20 mg/d，辅酶Q10 10 mg、每日 3次，于治疗
前及治疗后3个月分别行心脏彩超检查，测定患者的左室舒张
末内径和射血分数。结果显示，研究组较对照组心功能明显
改善，表明辛伐他汀和辅酶Q10具有协同治疗CHF的作用。

1.4 心律失常
心房颤动是临床最为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恢复窦性节

律、控制心室律、预防血栓栓塞是治疗心房颤动的主要临床策
略。阿托伐他汀可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生成、改善血管内皮系
统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来发挥抗炎、抗氧化、抗增生等作用，使
形成心律失常的病理基础大为减少，从而减少心房颤动的发
生[12]。Patti G[13]将200例无心房颤动病史的心脏手术患者随机
分为2组，阿托伐他汀组于术前1周口服每日40 mg，另一组口
服安慰剂作为对照，结果术后心房颤动发生率阿托伐他汀组
为35％，安慰剂组为57％，2组患者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3），表明心脏手术前应用阿托伐他汀可减少术
后心房颤动的发生。黎启华等[14]报道了阿托伐他汀对急性心
肌梗死（AMI）患者心律失常的影响，将133例急性AMI患者随
机分为治疗组（67例）和对照组（66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片（每晚服20 mg，共6个月），对照组则加
用烟酸缓释片（第 1周每晚服 0.5 g，自第 2周起每晚服 1 g，疗
程相同）。结果发现，治疗组患者发病6个月内，心肌梗死以及
猝死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或 P＜0.01），血清总
胆固醇（TCH）、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TG）

和脂蛋白 a（Lp-a）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或 P＜
0.01），而HDL-C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此项研究表明，

阿托伐他汀不仅可明显降低TCH、LDL-C、TG和Lp-a水平，升
高HDL-C水平，同时可明显降低AMI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和心
房颤动发生率，降低再发心脏缺血事件的几率，减少AMI 6个
月内猝死的发生，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临
床应用阿托伐他汀治疗AMI伴心律失常，安全性较好。

1.5 心肌疾病
原发性心肌病的基础病理变化为心肌纤维化或心肌肥

厚，表现出以心内膜、心肌弹性纤维增生为特征和以心肌肥厚
为特征的2种主要形式。基础研究业已证实，炎症过程可促使
多种促增生因子聚积于心肌，引起增生性反应，导致心肌的纤
维化，促进心肌病的形成；氧自由基增多可造成心肌细胞的损
害，加速了心肌肥厚的进程。他汀类药物可通过减少氧自由
基生成、减轻炎症反应来发挥抗炎、抗氧化、抗增生等作用。

一项前瞻性研究[15]共收入108例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治疗组
服用阿托伐他汀20 mg/d，连用12个月，血浆中C反应蛋白、白
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TNF）水平与安慰剂对照组
比较均有明显下降（P＜0.05）。2个前瞻性研究和11个回顾性
分析[16]均表明，阿托伐他汀可使心肌病患者血液中的炎症因子
浓度降低、氧自由基生成减少，改善患者心功能及预后。

2 神经系统疾病
2.1 帕金森病

研究[17]表明，他汀类药物可降低帕金森病（PD）的发病率，

其通过干扰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抗炎作用、上调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的表达、抑制 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的表达及其
磷酸化阻断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通路发挥防治PD
的作用。Wolozin B等[18]对大约 450万例受试者（来自美国退
伍军人服务部的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进行了关于洛伐他汀、

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对PD作用的队列研究。在分别排除
了年龄、相关疾病（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干扰及其
他精神安定药物的干扰等因素后，研究结果显示，辛伐他汀能
显著减少PD的发病率（风险比＝0.51，P＜0.000 1）；洛伐他汀
和阿托伐他汀没有显著效果，可能与药物剂量和血脑屏障通
透性有关。Mutez E等[19]回顾性研究了他汀类药物或贝特类药
物对 419例PD患者的作用，结果显示提前预防性服用他汀类
药物或贝特类药物的患者与未接受降脂药物治疗的患者相
比，PD 的发病时间分别延后 9 年（P＝0.045）或 8.7 年（P＝
0.009）。这些临床研究都提示他汀类药物防治PD的潜力。

2.2 脑卒中
卒中有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类，无论出血或缺血均与血管

分布及病变有关，其中动脉粥样硬化是卒中发生的主要病
因。阿托伐他汀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促进纤维蛋白溶解及
减少胶原降解、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等作用，可延迟动脉粥
样硬化病变的进程。强化降低胆固醇预防卒中（SPARCL）研
究[20]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方法，共收入4 731例新
近发生卒中和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平均年龄63岁，随访时
间为4.9年。治疗组服用阿妥伐他汀80 mg/d，对照组服用安慰
剂。结果，新发生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卒中的治疗组为11.2％，

对照组为 13.1％。张炳俊等[21]对他汀类药物预防脑卒中的效
果做了Meta分析，共纳入随机对照试验 16个，结果发现高危
人群中，他汀组比对照组所有脑卒中发生率降低13％（95％CI
3％～22％，P＝0.01），除肾病血液透析和肾移植患者等高危人
群，所有脑卒中发生率降低 19％（95％CI 13％～24％，P＜
0.001），他汀组比对照组致死性卒中发生率降低 16％（95％CI
0～30％，P＝0.05）。由此表明，他汀类药物能降低脑卒中的发
生率和死亡率，对脑出血没有预防作用，也不会增加脑出血发
生率。但肾病血液透析及肾移植患者、有脑出血病史的患者
使用他汀类药物要慎重。脑中风的防治已被列入辛伐他汀和
阿托伐他汀适应证范围，而对于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的
患者辛伐他汀可以减少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的危险性也已
得到确认。

2.3 痴呆症
广泛应用于预防心脏病及脑卒中的他汀类药物，同时具

有降低阿尔茨海默病（AD）及其他痴呆症风险系数的功效。β
淀粉样蛋白（Aβ）在AD的发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起始及枢纽
作用，证据表明，脑Aβ的生成与胆固醇的量有关。他汀类药物
是胆固醇合成的限速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还原酶
的抑制剂，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减少Aβ的生成[22]。一项针对
轻、中度AD降胆固醇治疗（ADCLT）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研究[23]中，治疗组给予阿托伐他汀 80 mg/d，持续给药 6个月，

治疗组患者的认知和记忆及表达能力等明显优于安慰剂组
（P＝0.003），表明阿托伐他汀对脑内小血管壁的淀粉样病变、

神经细胞外老年斑沉积及神经细胞内的神经原纤维缠结等病
理基础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朱天瑞[24]就他汀类药物
对 AD 的治疗作用作了详细阐述，介绍了他汀类药物及 Rho/
ROCK途径与AD的关系，探索了他汀类药物通过Rho激酶抑
制途径，影响Aβ前体蛋白（APP）代谢，发挥对AD 防治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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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2.4 多发性硬化
多发性硬化（MS）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

他汀类药物的抗炎及神经保护作用，可能对一些神经系统自
身免疫性疾病诸如MS等有治疗作用。Vollmer T等[25]在一项
开放性试验中观察了辛伐他汀在临床确诊的复发-缓解型MS
中的应用效果。30例患者在治疗前3个月每月接受一次MRI
检查，接下来的6个月给予辛伐他汀最大用量80 mg/d治疗，接
受治疗的后 3个月每月进行一次MRI检查，结果发现MRI 增
强病灶总数和容积平均值较治疗前减少 44％和 4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尽管这些试验只是研究的开端，尚需要大量试
验来明确其治疗效果，但这些结果却提供了他汀类药物对于
MS有益的一些临床依据，是MS治疗研究上的一个进步。近
年来，关于他汀类药物对于多发性硬化的治疗作用试验研究
正在不断探索之中。

3 呼吸系统疾病
近年来发现，他汀类药物对部分呼吸系统疾病有一定作

用。他汀类药物的抗炎、抗细胞增殖机制和临床循证医学证
据，为肺部的慢性炎症疾病的防治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研究[26]发现，他汀类药物通过抗金属蛋白酶、抗氧化、抗炎
症介质及细胞因子、抑制黏附分子表达、降低C反应蛋白等环
节起到抗炎作用，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肺功
能，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Blamoun AI等[27]进行了一项回顾性
队列研究，用1年时间追踪了185名COPD患者，发现未使用他
汀类药物的COPD患者病情恶化的风险是使用他汀类药物组
的2.35倍（95％CI为1.01～5.50），气管插管风险是他汀类药物
组的 10.36倍（95％CI为 2.77～38.76）。在另一项关于他汀类
药物对COPD患者死亡率影响的研究[28]中发现，使用他汀类药
物组的患者近期（30 d）病死率是未使用他汀类药物组的 0.48
倍（95％CI为0.23～1），远期（10年）病死率是未使用他汀类药
物组的0.67倍（95％CI为0.52～0.86）。

肺动脉高压（PH）是COPD的重要并发症。COPD相关的
PH发生率高，是导致肺源性心脏病的中心关键环节，而他汀类
药物减轻和逆转PH的机制可能包括：扩张肺血管、改善肺血
管重塑、抑制炎症和肺小血管内微血栓形成。Kao PN[29]应用
辛伐他汀（20～80 mg/d）对16例原发性或继发性PH患者进行
治疗，结果显示患者6 min步行距离明显增加，心输出量提高，

右心室收缩压降低，同时未出现肝功能损害、肌肉坏死或其他
他汀类药物的不良事件。程爱花等[30]关于辛伐他汀联合磷酸
川穹嗪治疗60例PH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相比对
照组肺动脉压明显下降（P＜0.05）。

2010年，美国哮喘、过敏和免疫学会年会上报告，他汀类
药物可以改善哮喘患者的肺功能，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比
未服用者更能够缓解哮喘症状，展现出他汀类药物在哮喘治
疗中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4 其他
4.1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患糖尿病时，体内自由基产生增加，活性氧簇增多，机体
抗氧化防御能力降低，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对此他汀类药物可
充分发挥其抗氧化功能[31]。已完成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
预防方面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包括一级和二级预防的降脂试
验，干预获益证据最充分的是他汀类药物，虽然糖尿病以及代
谢综合征患者的血脂代谢异常特征常有HDL-C降低和TG升
高，但只要LDL-C未达标，他汀类药物仍应作为首选。并且，

在 LDL-C 无明显升高甚至低于人群平均水平的糖尿病患者

中，他汀类药物干预也可获益。对于 18 686名糖尿病患者进
行的 14个随机他汀类药物试验的荟萃分析[32]表明，每降低 1

mmol/L的LDL-C，就能显著降低21％的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率，无论患者有无血管疾病史，而且，这种危险系数降低的程
度在2种类型糖尿病中很接近。另外一组临床试验[33]显示，他
汀类药物在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中的应用价值，包
括预防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变、防治糖尿病肾病、降低糖尿病
神经病变风险、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源于他汀类药物的
促新生血管生成、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改善内皮细胞等功
能。

4.2 肾脏疾病
他汀类药物可以通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抗炎，抑制系膜

细胞分泌AngⅡ和表达转化生长因子β1，改善肾髓质的血流、

灌注压、肾脏静水压、钠盐的排泄来降低血压、减少蛋白尿等，

从而起到改善肾功能的作用[22]。Sandhu S等[34]进行了一项他
汀类药物改善肾功能结果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共涉及22 个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38 867例患者，评估他汀类药物对肾功能
和尿蛋白排泄的影响。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具有
显著的肾脏保护作用。王一然等[35]观察了术前联用不同剂量
阿托伐他汀与普罗布考改善对比剂对急性肾损伤（CIAKI）的
影响，发现阿托伐他汀联合普罗布考强化或单用阿托伐他汀
强化均可改善CIAKI，对于肾功能轻、中度损伤患者，前者改善
作用更显著。

4.3 骨质疏松症
临床[22]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可以有效地治疗骨质疏松

症，降低骨折的发生率，促进骨形成，提高骨密度。他汀类药
物可减少甲羟戊酸合成，而甲羟戊酸可阻断荧光素酶活性，骨
的形成作用与此酶的抑制有关。Schoofs MW等[36]对 3 469例
志愿者进行了长达 6.5年的随访观察，结果发现，服用辛伐他
汀的试验组较对照组发生腰椎骨折的相对危险系数为 0.58
（95％CI 为 0.34～0.99），并且服用时间越长，骨折危险度越
低。辛伐他汀通过增加骨细胞中骨形态发生蛋白22的基因表
达而激活成骨细胞，促进新骨形成。曹亚薇[37]选择了门诊及住
院的 60岁以上 2型糖尿病合并动脉硬化、骨质疏松症的 78例
患者，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氟伐他汀口服，治疗前及疗程结束
后分别测定血骨钙素及股骨颈、第2～4腰椎、股骨三角的骨密
度，观察治疗前、后骨密度改变。结果显示，使用氟伐他汀治
疗12个月后骨质疏松患者腰椎、股骨颈骨密度均有显著改善，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氟伐他汀对
老年 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腰椎和股骨颈骨密度均有正性
的影响。

4.4 恶性肿瘤
近年来的研究[22]发现，他汀类药物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

用，其作用机制包括：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肿瘤细胞的
浸润和转移，联合增敏作用和化学预防作用等。Boudreau DM
等[38]关于使用他汀类药物与癌症风险的系统评价汇总了大量
临床试验，在临床和流行病学方面证明他汀类药物对癌症的
预防和治疗效果。该研究从他汀类药物与结肠癌、乳腺癌、前
列腺癌、肺癌和女性生殖器官癌症等5个方面收集大量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进行荟萃分析，研究显示他汀类药物对癌症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他汀类药物使癌症
的风险降低，显示其对抗癌症的潜力和前景。

5 结语
综上所述，一系列循证医学资料表明了他汀类药物在循

环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临床多领域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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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展，有力地证实了他汀类药物的临床多效性。部分
研究属前瞻性研究，大部分研究属于多中心、大样本且随访时
间足够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国外报道的相关系统评价具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国内新近的临床试验则进一步验证了他汀
类药物的临床多效性。但部分研究样本量较小，文献质量不
高，对阴性结果无从考证，尚需要进行设计合理、执行严格、多
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冠心病和脑中风的防
治已被列入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适应证范围；辛伐他汀对
于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可减少脑卒中和短暂性脑
缺血的危险性以及降低心肌血管再通手术（冠状动脉搭桥术
及经皮气囊冠状动脉成形术）的危险性也已被列入其适应证
范围，其他报道目前均属临床试验研究。虽然他汀类药物有
如此多的作用，但仍然要客观地予以分析，必须正确认识该药
的耐受性和不良反应，包括药物的相互作用和对肝药酶的影
响，尤其是对肌肉和肝脏的副作用以及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
解这样的严重并发症[39]。相信随着他汀类药物临床研究的不
断深入，其在临床多领域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及地位会更加明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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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药物制剂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与实践。方法：引进企业生产与管理模式，构建职业场所即工作场所

的学习氛围，依托工厂培养学生现代制药生产技术，以真实的产品生产考核学生的学习过程。结果：“三真一化”人才培养模式在

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质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也有助于提高教师职业能力及教学管理水平，促进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结论：“三真一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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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utical preparations technology. METIODS：Taking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technology major of our institution as example，

talents training mode for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technology were innovated and practiced. RESULTS：The innov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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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space，training modern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factory，and checking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by production. CONCLUSION：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not only increases students’vocational ability and quality，but also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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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 technology；Three Actualization + One Enterprization；Talents training mode；Practice

Δ江苏省卫生厅科技项目（No.JZ201114）

＊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药物制剂及药品质量控制。E-mail：

pwd1212@sohu.com

disease and comparison of those with versus without asso-
ciate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Am J
Cardiol，2008，102（2）：192．

[29] Kao PN. Simvastatin treatment of pulmonary hyperten-
sion：An observational case series[J]. Chest，2005，127

（4）：1 446．

[30] 程爱花，赵文静，叶喜科，等.辛伐他汀联合磷酸川穹嗪治
疗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观察[J].山西医药杂志，2011，40

（3）：259．

[31] 王丽丽，杨水祥.他汀类药物治疗糖尿病血管病变新进展
[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0，4（11）：2 193.

[32] Rajpathak SN，Kumbhani DJ，crandall J，et al. Statin
therapy and risk of deveiopping type 2 diabetes：me-
ta-anaiysis[J]. Diabete Care，2009，32（10）：1 924．

[33] 杜娟.他汀类药物用于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

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药学杂志，2011，20（1）：58．

[34] Sandhu S，Wiebe N，Fried LF，et al. Statins for improv-
ing renal outcomes：a meta-analysis[J]. J Am Soc Neph-
rol，2006，17（7）：2 006．

[35] 王一然，李曦铭，张迎怡，等.阿托伐他汀联合普罗布考改
善对比剂急性肾损伤的临床观察[J].天津医药，2011，39

（1）：31．

[36] Schoofs MW，Sturkenboom MC，van der Klift M，et al.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s and the risk of vertebral
fracture[J]. J Bone Miner Res，2004，19（9）：1 525．

[37] 曹亚薇.氟伐他汀对老年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骨密
度的影响[J].实用糖尿病杂志，2010，7（1）：37．

[38] Boudreau DM，Yu O，Johnson J，et al. Statin use and
cancer risk： a comprehensive review[J]. Expert Opin
Drug Saf，2010，9（4）：603．

[39] 曹淑云，白秋江，王玉红，等.他汀类药物致横纹肌溶解症
相关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药房，2010，21（10）：937.

（收稿日期：2011-11-21 修回日期：2012-06-04）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人才培养的需求，我院药物制

剂技术专业已经形成“一个专业、二个专门化方向和三个就业

层面”的多方向、多层次的专业发展体系，以适应医药产业结

构的调整与升级。“一个专业”为药物制剂技术专业，“二个专

门化方向”为药品质量控制方向与药物合成方向，“三个就业

层面”为药物制剂高级工、车间生产工艺员与生产工段班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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