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肾阳虚组 症见神疲乏力 肢冷畏寒 腰膝疼痛 纳呆便

溏 面浮肢肿 血浆皮质醇测定值小于 Λ 具备上

述五项以上症状者也可确诊 ∀

以上两组分别口服养阴或助阳合剂治疗 ∀

1 3  处方组成

养阴合剂 生地 乌玄参 天冬 首乌 鳖甲

桑椹子 白芍 杞子 枫斗 知母 ∀

助阳合剂 党参 黄芪 淡附片 猪苓 茯苓

补骨脂 巴戟天 鹿角片 ∀

1 4  治疗方法  临床辩证后选方用药 无论是采用养阴或

助阳合剂 均为 剂 常规水煎 早晚 次温饮 ∀一般中药

治疗 后即可见效 但因服用激素的患者病程较长 故而中

药疗程宜长忌短 ∀

2  治疗结果见表 1

表  中药治疗前后比较表

组  别 例数

治疗前

阴虚 阳虚
血浆皮质醇

低于正常值

治疗后

阴虚 阳虚 阴阳平衡
血浆皮质醇

低于正常值

有效率

应用激素组

减撤激素组

注

3  转归

从上表可以看出 中药治疗前患者均有阴阳失衡及肾上

腺皮质功能受到抑制的现象 其次 应用激素组阴虚患者多

于阳虚患者 减撤激素组阳虚患者多于阴虚患者 经用中药

治疗后 阴阳趋于平衡 或者阴虚患者向阳虚患者转化 ∀其

中阴虚患者由 例减至 例 阳虚患者由 例增至 例

阴阳平衡者 例 血浆皮质醇浓度低于正常值由 例减至

例 ∀综上所述 中药治疗前后差异明显 ∀

4  讨论

长期服用激素可使肾上腺皮质功能受到抑制 并且是人

体阴阳转化的物质基础 ∀从中药治疗患者资料可以发现 应

用激素组患者在服用激素 后均不同程度出现阴虚症状 ∀

减撤激素组在减撤过程中阳虚患者又明显增多 两组患者的

肾上腺皮质功能均受到抑制 血浆皮质醇测定值低于正常 ∀

在配合同步使用中药养阴或助阳合剂后 肾上腺皮质功能得

以恢复 阴阳转化 血浆皮质醇逐渐趋于正常 阴阳平衡的康

复者增加 ∀阳虚患者多于阴虚患者 这说明由于激素的抗炎

作用使病理变化好转 肾阴虚向肾阳虚转化表明疾病在康

复 ∀其次 由于激素负反馈作用使肾上腺皮质功能受到抑

制 撤激素后内源性激素含量降低而表现为肾阳虚症 说明

在肾上腺皮质功能受到抑制后的情况下 疾病尚存潜伏反跳

可能 ∀肾阳虚患者服用助阳合剂可使被抑制的血浆皮质醇

提早回升 说明助阳合剂对肾上腺皮质具有兴奋作用 ∀肾阴

虚患者服用养阴合剂可对血浆皮质醇抑制的早期有拮抗作

用≈ ∀此外 根据现代医学观点 养阴法具有调节体液代谢 !

调整神经功能以及保护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 临床实践

已完全证实了上述结论 ∀由此可见 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杂

症可起到取长补短 !补偏救弊的作用 值得发展和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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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磷酰胺静脉冲击治疗难治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0例

董  勤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儿科

  小儿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是临床上常见的血

性疾病 治疗的主要手段是肾上腺皮质激素 但少数难治性

×°对激素疗效不佳 治疗十分棘手 ∀我院自 年 月至

年 月 用大剂量环磷酰胺 ≤×÷ 静脉冲击治疗 例难

治性 ×° 观察了其近期疗效及毒副作用 结果如下 ∀

1  资料及方法

1 1  临床资料  例难治性 ×°均为住院患儿 诊断符合

第三届全国血液学会制定的 ×°诊断标准≈ 男 例 女

例 年龄 月至 岁 中位年龄 岁 病程最短的 个月

最长的 年 急性型 例 慢性型 例 ∀ 例在外院或本院

均经过多次的肾上腺皮质激素静脉冲击或口服治疗 其中

例加用过大剂量丙种球蛋白 例用过长春新硷 ∗ 次 ∀

≤×÷ 治疗前的血小板计数为 ∗ ≅ 血小板相关抗体

° ∗ 正常参考值 ∀

1 2  治疗方法  ≤×÷ ∗ 次 每 周冲击一次为

一疗程 加入 ∗ 生理盐水中 ∗ 静脉滴入 冲击

前先用 静滴硷化尿液 冲击后再水化补液

∗ 第一疗程用药当天加用 次丙种球蛋白

同时将激素改口服并逐渐减量 强的松

∗ 周后减为 ∗ 周停用 ∀共用 ∗ 疗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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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个疗程 例 个疗程 例 个疗程 例 ∀

2  结  果

2 1  疗效标准  按张之南疗效评定标准≈ ∀ ≠ 显效 血小

板计数恢复正常 无出血症状 并持续 个月以上 良效

血小板计数升到 ≅ 或较原水平上升 ≅ 没有

或基本无出血症状 持续 个月以上 ≈ 进步 血小板计数有

所上升 出血症状改善 并持续 周以上 …无效 血小板计

数及出血症状无改善或恶化 ∀

2 2  疗效观察  例中显效 例 良效 例 进步 例 ∀

例随访观察 月至 年 其中良效 例血小板于 月以后

下降 波动在 ∗ ≅ 之间 ∀详见表 ∀

表 1  ≤×÷ 治疗难治性 ×°疗效

例号
治疗前血小

板 ≅ #

治疗后血小板 ≅ 上升情况 周

2 3  毒副作用  用药第 ∗ 天部分患儿出现轻中度恶心 !

呕吐 !纳差 用药后 周白细胞开始轻度下降 均未低于

≅ 有轻度脱发 未发现出血性膀胱炎 严重感染及肝肾

功能损害 ∀

3  讨  论

×°是一种与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 约 ∗ 为难治

性或慢性 ×° 治疗困难 多年来一直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

其中免疫抑制剂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有较长的历史 自 年

代初起多采用的是小剂量口服疗法 由于口服作用缓慢 疗

效低长期使用毒副作用大 在儿科使用较少 ∀近十余年来

大剂量的 ≤×÷ 静脉冲击疗法逐渐取代了口服疗法 应用于儿

童狼疮性肾炎及难治性肾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与口服

≤×÷ 比较 疾病的缓解率明显提高 复发率减少 而毒副作用

较轻≈ 表明 ≤×÷ 静脉冲击疗法具有一定的安全可靠性 ∀据

等学者报道≈ 用大剂量环磷酰胺冲击疗法治疗难治性

×° 例 剂量 ∗ 每疗程 ∗ 次 结果 患者

获完全缓解 获部分缓解 无效 ∀完全缓解者血小

板数持续正常的平均时间为 年 复发病例再次冲击后亦

有部分有效 ∀我院应用大剂量 ≤×÷ 静脉冲击治疗 例难治

性 ×° 取得了一定的近期疗效 使用过程中也未发现严重的

毒副作用 但由于病例少 观察时间较短 远期的疗效及毒副

作用有待进一步细致和长远的随访观察 ≤×÷ 静脉冲击治疗

×°可能与 ≤×÷ 对免疫系统较广泛的调节作用有关 ∀ ≤×÷ 治

疗 ×°主要适用于难治性或慢性 ×° 要合理地掌握 ≤×÷ 剂

量 用药间隔和疗程 疗程不宜长 要注意到随着疗程的延

长 ≤×÷ 远期毒副作用增大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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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红霉素致全身米粒样红肿 1例  

朱叙德 泰安 山东泰安荣军医院药械科

  患者男 岁 本院职工 ∀因上呼吸道感染 服用红霉素

次 次 ∀数天后 患者上呼吸道感染减轻 同时出

现全身米粒样红肿症状 颈部 !上胸 !上肢部位尤甚 ∀起初到

本院外科治疗 外用肤轻松 !红霉素软膏对症治疗 数天后无

效 后来没有继续治疗 也未用过其它药物 ∀当上呼吸道感

染痊愈 ∀停用红霉素 后 全身米粒样红肿自然消失 也无

其他不良反应 ∀半年后 患者再次服用该批号红霉素 数天

后 再次出现上述反应 停药 后 上述症状消失 ∀

本例患者在上述服用红霉素前后 饮食如常 服药批号

相同 次服用红霉素 在数天后均在相同的部位出现类似全

身米粒样红肿症状 停用红霉素及对症治疗 后 全身米粒

样红肿症状消失 ∀因此 可以确诊本例患者出现的全身米粒

样红肿症状系服用红霉素引起的药物反应 ∀

讨论 红霉素是临床常用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抗菌谱

广 对支原体感染疗效肯定 临床应用日趋广泛 除常见的胃

肠道副作用外 其他不良反应日渐增多 但红霉素所引起的

全身米粒样红肿实属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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