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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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