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腹症 死亡率高达 ∗ ≈ ∀传统的治疗原则以

外科手术为主 行胰腺部分切除 !坏死灶的清除 但效

果并不理想 ∀由于 °早期就可发生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 ⁄≥ ≈ 手术治疗只能解决局部问题 但

不能阻止由促炎性细胞因子 2 Β! 2 !× ƒΑ引起的

⁄≥及其它并发症的发生 ∀相反手术可加重机体内

环境紊乱 增加手术并发症及感染机会 因此不能降低

病死率 ∀本文对照组病死率达 ∀内科传统常规

治疗效果差 本文 例采用内科传统治疗的基础上增

加施他宁 明显提高了 °治疗成功率 降低了外科

手术率和死亡率 ∀施他宁能抑制胰腺 !胆囊和小肠的

分泌 抑制溶解酶的释放 松驰 括约肌 使胰液引

流通畅 并通过刺激内皮系统而减轻 °所引起的内

毒素血症 ∀实验证明≈ 施他宁有明显抑制炎性细胞

因子 2 Β! 2 和 × ƒΑ的释放 阻断炎症介质 减少

⁄≥的发生 本文观察组死亡率为 明显低于

对照组 ∀

为提高 °抢救成功率 通过本文分析 提出以

下几点 ≠对确诊 °的病人立即送入重症监护病房

≤ 进行严密监护 及早使用施他宁 对并发

⁄≥和顽固性低氧血症应果断采取机械通气 在短时

间内提高氧分压 避免组织缺氧循环衰竭使病情进一

步恶化 ∀本文通过机械通气成功抢救 例 ⁄≥ 病

人 ≈ 对伴高脂 × 血症的病人在使用全胃肠外营养

× ° 时 不用或慎用脂肪乳剂 ∀据文献报导≈ 高

× 血症胰腺炎病人 输注脂肪乳剂后如不能及时代

谢 !清除 有加重胰腺炎或导致炎症 / 反跳0 ∀本文曾碰

到 例在使用 × ° 时感胸闷 !腹胀症状加重 停用脂肪

乳剂时症状减轻 … °时因禁食及胰液刺激使肠腔

扩张 !肠道正常活动停止 !肠道屏障功能损伤 可造成

肠道代谢紊乱和细菌或毒素移位致不可逆转的全身感

染 对腹胀明显而腹部平片无肠梗阻者 本文 例采用

西沙比利及甘油低位灌肠来促使肠蠕动恢复 获得一

定效果 联合使用抗菌素 以氟喹酮类和甲硝唑或头

孢三代较合适 对继发感染者应及时取样培养 根据培

养结果针对性使用抗菌素 对全身情况差者或长期使

用抗菌素者 不能忽视菌群失调 尤其继发腹腔霉菌感

染 应及时纠正 对大量胰液外渗时进行腹腔灌洗引

流 以减少胰液对腹腔组织自溶及各种活性酶 血管活

性物质 细菌和毒素对腹膜的刺激 并进入血循环后对

全身器官的损害 但在操作时要做到绝对无菌 ∀对胰

腺周围积液多时 在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或择期手术 ∀

但穿刺要慎重 避免穿刺造成出血或胰液外漏再次出

现全腹膜炎 定期检测血糖 !血钙 !血气电解质 !血浆

蛋白 !肝肾功能 !凝血谱及血尿腹水淀粉酶 定期复查

超 !≤ × 观察血压 !尿量和体温的变化以及时发现和处

理近期并发症 ∀每日给白蛋白 ∗ 或血浆 ∗

以补充抗胰酶物质 纠正负氮平衡 改善内环境紊乱 ∀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施他宁治疗 °效果肯定

控制病情进展 !缩短疗程 !降低手术率和死亡率方面明

显优于传统常规治疗 是治疗 °最有效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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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胶钙颗粒剂对大鼠实验性骨质疏松症的研究

候晨艳  高继光  付尔康 伊犁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药剂科 新疆伊犁州制药厂

  鹿角胶钙颗粒剂 以鹿角粉制成颗粒剂 具有补

钙 温肾阳 强筋骨等功效 ∀

材料 • 大鼠 雄性体重 ? 龙牡

壮骨冲剂 鹿角胶钙颗粒剂来源伊犁州友谊医院药剂

科 自制 ∀维甲酸 南京皮肤病研究所 批号

2 全自动生化仪 美国 × ∂ °型电感耦合等

离子光量计 法国 2 型二维骨密度扫描仪 湖

北医学院与北京 厂联合研制 ∀

方法与结果 取大鼠 只 按体重随机分为 ≥对

照组 骨质疏松症模型组 龙牡壮骨冲剂阳性对照组和

个不同剂量的鹿角胶钙组 ∀除 ≥对照组外 其余各

大鼠均 给维甲酸 和药物 每天 次 连续

后停用维甲酸 继续给鹿角胶钙颗粒剂 周≈ ∀依

法进行下述指标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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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血清碱性磷酸酶(ΑΛΠ) ,钙(Χα)和磷(Π)的影响

将上述各组大鼠以乙醚作浅麻醉 剪尾尖部取血

制备血清送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检验科作

° !≤ °测定 ∀结果 模型组血清 °明显高于 ≥

组 而 ≤ °含量则低于 ≥对照组 用龙牡壮骨冲剂与

鹿角胶钙颗粒剂后 使 °降低 而 ≤ °量则高于模

型组 表 ∀

表 1  鹿角胶钙颗粒剂对骨质疏松症大鼠模型血清 ° !°和 ≤ 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 ° Λ ° ≤

≥对照组         ?    ?    ?

模型组 ? 3 ? 3 ? 3

龙牡壮骨冲剂组 ? 3 ? 3 ? 3

鹿角胶钙颗粒剂组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注 与 ≥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与模型组比较 , 3 Π . , 3 Π . , 3 Π

2  对模型大鼠耐疲劳作用的影响

将上述各组大鼠置入水温 ? ε 水深

的水桶中 以头埋入水下呼吸停止为指标 测定各组大

鼠的游泳时间 ∀结果 个剂量组的鹿角胶钙颗粒剂可

明显延长大鼠的游泳时间 表 ∀

表 2  鹿角胶钙颗粒剂对大鼠游泳时间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

游泳时间 延长

≥对照组         ?

模型组      ? 3

龙牡壮骨冲剂组  ? 3

鹿角胶钙颗粒剂组 ? 3

? 3

? 3

注 与 ≥组比较 3 Π . ;与模型组比较 , 3 Π . , 3 Π

. , 3 Π

3  对大鼠股骨钙磷含量的影响

将上述各组大鼠处死 剖取右侧肢股骨 送地矿部

新疆中心实验室 以 × ≠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光量计

测定钙和磷含量 ∀结果 模型组大鼠股骨钙磷含量明

显低于 ≥对照组 大中剂量组的鹿角胶钙颗粒剂使股

骨钙磷含量显著高于模型组 表 ∀

表 3  鹿角胶钙颗粒剂对大鼠股骨钙磷含量的影响( 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

≤

≈ •

°

≈ •

≥对照组 ? ?

模型组 ? 3 ? 3

龙牡壮骨冲剂组 ? 3 ? 3

鹿角胶钙颗粒剂组 ? 3 ? 3

? 3 ? 3

? 3 ? 3

注 与 ≥ 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与模型组比

较 3 Π . , 3 Π . , 3 Π

4  对大鼠股骨骨密度的影响

取上述各组大鼠的左侧肢股骨 送新疆医学院一

附院同位素室作骨密度测定 ∀结果 以维甲酸造成的

骨质疏松症大鼠模型 ≤ 三点骨密度明显低于 ≥

对照组 龙牡壮骨冲剂和鹿角胶钙颗粒剂组在 ≤

三点的骨密度均高于模型组 ≤ 点仅小剂量有显著性差

异 表 ∀

表 4  鹿角胶钙颗粒剂对大鼠股骨骨质密度的影响(ξ ? σ, ν

组  别 剂量 ≅ •
骨密度

≤

≥对照组        ?    ?    ?

模型组 ? 3 ? 3 ? 3

龙牡壮骨冲剂组 ? 3 ? 3 ? 3

鹿角胶钙颗粒剂组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注 与 ≥组比较 3 Π . ;与模型组比较 , 3 Π . , 3 Π . , 3 Π ∀ ≥对照组为 氯化钠溶液 模型组

按 维甲酸的量溶于蒸馏水中

  讨论 鹿角胶钙颗粒剂是由鹿角粉制成的纯中药 制剂 ∀根据中医−肾主骨0 −肾为先天之本. 的理论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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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具有温肾阳 强筋骨的作用 ∀鹿角胶中含有多种氨

基酸 可促进钙的吸收 与一般补钙比较 具有标本兼

治的作用 ∀我国儿童佝偻病与中老年骨质疏松症发病

率很高 本制剂的研制为这些疾病的防治提供了一种

新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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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注射液的制备及应用

魏胜华 诸暨 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

  本品系忍冬科植物忍冬 × ∏

的干燥花蕾 用蒸馏法提取其挥发油制成的灭菌水溶

液 为无色的澄明液体 ∀每 相当于金银花 ∀据

文献报道≈ 用金银花饱和蒸馏液肌肉或静脉注射 曾

治疗痈疖 !丹毒 !阑尾炎穿孔 !局限性腹膜炎 !急性乳腺

炎等 余种外科化脓性疾患 均有效果 ∀本院从

年至 年共使用 万人次 对于发热 !上呼吸道

感染 !肺炎 !腮腺炎 !外科化脓性疾患等具有较好疗效

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 至今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本品

经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已作为医院制剂注册 现介

绍如下 ∀

1  处  方

金银花 氯化钠 共制成 ∀

2  制  备

取金银花干品 加 ∗ 倍量蒸馏水 浸渍

蒸馏 !收集蒸馏液 蒸馏液再行重蒸馏

收集重蒸馏液 冷藏 ∗ 加入氯化钠使溶

测定 值 加配制量的 ∗ 活性炭 搅匀 精

滤 灌封于 玻璃瓶中 ε 流通蒸汽灭菌

即得 ∀

3  作用与用途

清热解毒 ∀用于发热 !上呼吸道感染 !肺炎 !腮腺

炎 !丹毒 !深部脓肿 !痈疖 !急性阑尾炎 !伤口感染等 ∀

4  用法与用量

静脉滴注 一日一次 一次 ∗ 小儿酌减 ∀

5  讨  论

5 1  本院采用金银花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 ∏ 的干燥花蕾或带约 左右初开的

花 ∀大多数批次为山东平邑产的济银花 在蒸馏时可

闻到金银花特殊香气 蒸馏液液面能见到淡黄色油状

物 !味酸 值为 ∗ ∀据文献报道≈ 山东平邑

产的金银花干燥花蕾 其挥发油中已初步鉴定出 种

成分 主要成分为棕榈酸 占全油的 其余含量

较高的化合物有二氢香苇醇为 二十四碳酸甲

酯为 芳樟醇仅为 分析其含量低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芳樟醇为低沸点化合物 在加工成干品过

程中造成损失 ∀据文献≈ 报道 山东平邑产的金银花

鲜花芳樟醇含量占全油的 ∀而芳樟醇具有明

显药理作用 可平喘镇咳 治疗小儿肺炎及扁桃体炎

等≈ ∀从上述挥发油化学成分分析与药理作用表明

今后配制本品时 可考虑用金银花鲜花蕾作为原料入

药 ∀

5 2  本品在配制前 首先应对该批金银花进行检查

常用方法是抓一把金银花 放到鼻子周围 是否能闻到

刺鼻臭味或被硫磺熏蒸后的臭味 ∀有则不能供配制

用 ∀另再称取金银花 左右 做小样实验 蒸馏时闻

到蒸馏液有特殊刺鼻臭味 值 ∗ 之间 蒸馏

液用氢氧化钠 溶液调 值为 ∗ 经

ε 灭菌后 值下降到 ∗ 则该批号金

银花不能供配制用 ∀多年配制实践表明 当蒸馏液

值为 ∗ 时 金银花香气特别浓 用氢氧化钠

溶液调 值到 ∗ 经 ε 灭菌

后 值一般下降 左右 认为较稳定 检查标准

值为 ∗ ∀而当蒸馏液 值为 ∗ 时 往往

伴有特殊刺激臭味 用氢氧化钠 溶液调 值

到 ∗ 经 ε 灭菌后 值可下降到

∗ ∀造成蒸馏液 值偏低和通过调整 值 经加

热灭菌后又下降到原值或更低的原因 本人认为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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