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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小儿热感宁口服液 ÷ 治疗小儿上呼吸道感染 上感 的有效性!安全性和依从性∀ 方法 例上感患儿

随机分成 组 其中 ÷ 组 例 口服剂量为 岁以内每次 ∗ ∗ 岁 ∗ ∗ 岁 ∗ ∗ 岁

∗ 日 ∗ 次 首剂加倍 日为 疗程 记录患儿用药前后的体温!临床症状!不良反应!白细胞计数 • ≤ 及淋巴细

胞比例 ≠ 按标准作出疗效评定 并与双黄连口服液组 ≥ 例 及维 ≤ 银翘冲剂组 ∂ ≠ ± 例 进行疗效比较∀依

从性以/口感好0和/使用方便0为考察指标进行统计∀ 结果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白细胞计数 ≅ 由药前的 ? 升至药后的 ? Π 淋巴细胞比例

由药前的 ? 降至药后的 ? Π 未发现与本药治疗有关的不良反应∀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 ≠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 ÷ 组与 ≥ 组和 ∂ ≠ ± 组的显效率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Π ∀ /口感好0选中

率 ÷ 组!≥ 组!∂ ≠ ± 组分别为 ! ! ÷ 组与后两组比较 Π Π ∀ /使用方便0选中率在

上述三药中分别为 ! ! ÷ 组与 ∂ ≠ ± 组比较 Π ∀ 结论 小儿热感宁口服液是一种临床治疗小儿

上感的安全有效!口感好和使用方便的中西药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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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呼吸道感染 上感 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其病原

体多以病毒为主 且症状明显∀ 由于抗菌素治疗病毒感染无

效 且有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 长期或反复使用容易产生耐

药性∀为了寻求一种安全!有效!口感好!使用方便!儿童易于

接受的治疗小儿上感的药物 我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

的大力支持下 研制了小儿热感宁口服液 并被列为开发的

一类医院新制剂∀ 经基础药理及毒理学实验证明 该制剂具

有退热确切≈ !毒性极低≈ 等特点 为进一步验证小儿热感

宁口服液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和考察儿童接受服药程度的依

从性 我们对该制剂进行了临床观察 并与同类常用药双黄

连口服液及维 ≤ 银翘冲剂进行对比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观察对象 例上感患儿随机分成 组 其中 ÷

组 例中 男 例 女 例 岁以内 例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 ≥ 组 例中 男 例 女

例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 ∂ ≠ ± 组

例中男 例 女 例 岁以内 例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

1 2  病例选择  以上 例患者均按如下标准选择 ≠ 参

照 年吴瑞萍等≈ 制定的儿童上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

凡确诊为上呼吸道感染 且病程在 天以内 体温在 ε

以上 一般情况尚好者∀ 以下情况不列入观察 岁以上

者 伴有严重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吸道感染或有其它严重

并发症者 本次上感已用或合用其它解热药者 未能坚持服

药 中途换药或加药 无法判断疗效及安全性者∀

1 3  疗效标准  显效 服药 天或 天以内体温已降至正

常 咳嗽!咽部充血等症状和体征显著改善 好转 服药 天

后体温下降 但腋温仍在 ε ∗ ε 之间 或咳嗽!咽部充

血等症状减轻 无效 服药 天后 症状和体征无明显改善

甚至加重 腋温仍在 ε 以上者∀显效和好转合计为有效∀

1 4  用药方法  ÷ 采取分次口服法 首次剂量加倍服

用 从第 次开始再按常规剂量服用 为 疗程∀ 给药剂

量 岁以内 ∗ 次 ∗ 岁 ∗ 次 ∗ 岁

∗ 次 ∗ 岁 ∗ 次 每日 ∗ 次∀ ≥ 剂

量 岁以内 次 ∗ 岁 ∗ 次 ∗ 岁 ∗

次 ∗ 岁 ∗ 次 每天 ∗ 次 为 疗程∀

∂ ≠ ± 克 包 口服剂量 岁以内 包 次 ∗ 岁

包 次 ∗ 岁 包 次 ∗ 岁 包 次 每日 ∗ 次

为 疗程∀

1 5  观察内容 详细观察并记录用药前后患儿的体温 腋

温 !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及精神!食欲!睡眠等伴随症

状的改善时间及服药后的不良反应情况 ÷ 组同时进行

用药前后的白细胞计数 • ≤ 及计算淋巴细胞比例

≠ ∀

1 6 依从性调查  /口感好0标准 药物没有刺激性 无苦

味 儿童服药时较能主动接受∀ /使用方便0标准 药物服用时

容易打开 能即开即服用 毋需加水溶解冲服 药品随身携带

较方便∀以上述/口感好0和/使用方便0二项考察指标向曾经

服用过上述三种药物的 例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问卷调

查 以选中该指标的百分率表示该项选中率∀

1 7 统计方法 数据输入计算机处理 采用华西医科大学提

供的 °∞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

示 计量资料以 ξθ ? σ表示 多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 自身药

后与药前对照的显著性差异采用自身比较 τ检验∀

2  结 果

2 1  疗效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未发现与本药

治疗有关的不良反应∀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 ∂ ≠ ±

组显效 例 好转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 组与 ≥ 组和 ∂ ≠ ± 组的显

效率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Π ∀÷ 组的 • ≤

计数 ≅ 由药前的 ? 升至药后的 ?

自身前后比较 Π ≠ 以 表示 则由药前的

? 降至药后的 ? 自身前后比较 Π

∀

2 2  依从性/口感好0选中率 ÷ 组!≥ 组!∂ ≠ ± 组分

别为 ! ! ÷ 组与后两组比较 Π

Π ∀ /使用方便0选中率在上述三药中分别为

! ! ÷ 组与 ∂ ≠ ± 组比较 Π ∀

3  讨 论

小儿由于防御功能不完善 呼吸道黏液腺分泌不足 纤

毛运动差 使物理性的非免疫防御功能较成人差 同时分泌

型 生成不足 造成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欠佳 使气道易

受微生物侵袭 引发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上感 ∀而病毒 主要

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

∞≤ 病毒以及柯萨奇病毒 组或 组 是小儿患上感的

主要病原体 约占 通过实验室白细胞计数分类 对区分

病毒或细菌感染具有一定意义≈ ∀ 当病毒感染时 • ≤ 计数

往往偏低 同时淋巴细胞比例增高 一般大于 ∀ 本观察

组 口服 ÷ 的白细胞计数分类表明 上感儿童的 • ≤ 计

数低于正常值 而淋巴细胞比例则明显高于正常值≈ 表明

上感患儿以病毒感染为主∀ 经 ÷ 治疗后 • ≤ 计数和淋

巴细胞比例分别升至和降至儿童正常值范围 表明 ÷ 对

小儿病毒性上感有效∀ ÷ 的抗病毒活性可能与其含多种

黄酮类成分对病毒的直接抑制≈ 及与其另一组份牛磺酸对

机体免疫功能的促进作用有关∀

÷ 主要由野葛≈°∏ • 乙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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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与牛磺酸配伍制成儿童乐于接受的口服液∀葛根 性凉

味甘 辛 具有解肌透疹 解热生津等功效 主治外感发热头

痛!斑疹不透!热证烦渴等证∀ 药理研究表明 葛根浸膏或醇

浸剂灌胃对发热家兔具有较强的解热作用 主要成分葛根素

水溶液静脉注射对正常体温家兔无解热作用但对发热家兔

具有明显的解热作用且呈一定的剂量2效应关系≈ 其机理

与葛根使皮肤血管扩张 促进散热 并使呼吸运动加强 增加

水分排出而使体温下降有关∀葛根素还可能通过影响致热原

作用下丘脑视前区 ° 温敏神经元的电活动 使热敏神

经元放电频率增加 冷敏神经元放电频率减少≈ 即产热减

少 散热增加而起解热作用的∀此外 葛根中的总黄酮有扩张

脑血管的作用 并使异常的脑循环正常化 减弱去甲肾上腺

素的升压反应 葛根素还能抑制由凝血酶诱导的 羟色胺

2 × 从血小板中释放∀ 这些作用是葛根改善头痛!项强

治疗偏头痛的重要机制∀牛磺酸有解热!镇痛!镇静!抗菌!消

炎和保肝利胆等作用≈ ∀其解热作用可能与增加脑腹中隔区

精氨酸加压素 ∂ ° 的含量≈ 及通过增加丘脑下部脑组织

≤ 含量使 ≤ 比值回降而抑制发热≈ 有关∀牛磺酸

的解热作用呈一定的剂量2效应关系≈ ∀

本制剂开发组的实验≈ 证实 ÷ 对发热具有明显的

解热作用 且葛根与牛磺酸配伍后的解热效果优于单味药

表明两药具有退热的协同作用∀这与两药作用于机体的不同

部位 协同产生解热作用有关∀

本次临床验证表明 小儿热感宁口服液的退热效果与动

物试验结果是相吻合的 ÷ !≥ !∂ ≠ ± 治疗小儿上感的

总有效率分别为 ! ! 而它们的显效率分

别为 ! ! ÷ 与后两组的显效率比较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Π ∀表明 ÷ 治疗小儿上呼吸

道感染的临床疗效优于同类常用治疗药 ≥ 和 ∂ ≠ ± ∀依从

性调查结果表明 ÷ 的 /口感0明显好于 ≥ Π

和 ∂ ≠ ± Π 这可能与 ÷ 带有甘辛微酸味 儿童较

易于主动接受 而 ≥ 和 ∂ ≠ ± 则均有一定的苦味 儿童不

愿接受有关∀ ÷ 在/使用方便0与 ≥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Π 但与 ∂ ≠ ± 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Π ∀

这与大多数患者更乐意接受即开即用的口服液而不愿接受

需开水冲调的冲剂有关∀本次临床观察未发现小儿热感宁口

服液有明显的毒副作用 说明该制剂的安全性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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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抗癫痫药对癫痫患者脑电图的背景影响比较研究

李玉莲 许继平 济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特检室 神经内科

摘 要  目的 观察比较苯妥因钠 ° × !丙戊酸钠 ≥∂ ° 和卡马西平 ≤ 三种抗癫痫药物在治疗癫痫过程中对脑电图

∞∞ 的背景影响∀ 方法 对 例临床确诊为癫痫!∞∞ 检查有痫样波放电的病人按照用药分成 ° × 组 例 ≥∂ ° 组

例 ≤ 组 例 动态观察各组在服药期间痫样波放电的频度和 ∞∞ 背景的变化∀ 结果 ≥∂ ° 组对 ∞∞ 痫样波放电的抑制

率明显优于 ° × 和 ≤ 对 ∞∞ 背景活动影响最明显的是 ≤ 服用 ≤ 两周后 Α波即开始变慢 三周后慢波明显增多 这

种变化与临床疗效不呈一致∀结论 三种药物对 ∞∞ 背景活动影响的程度顺序是 ≤ ° × ≥∂ ° 开始时间是服药后 周

而对痫样波放电的抑制率是 ≥∂ ° ° × ≤ ∀

关键词 癫痫 脑电图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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