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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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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επαρτµ εντ οφ Ν ευρολογ ιχ2Ε ξαµ ινε Σεχονδ Η οσπιταλ Σανδ ονγ Μεδ 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ϑιναν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 ° ≤

≤ ∏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

× Η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治疗癫痫的新药虽不断增多 但对它们抗痫效果估价的

方法仍局限于血药物浓度和临床发作次数∀本研究旨在通过

多次检测服药后 ∞∞ 背景变化间接判断该药的效果 现将

我们对临床上最常用的三种抗癫痫药物 ° × !≥∂ °!≤

在治疗过程中对 ∞∞ 背景变化的影响及动态变化报道如

下 以供同道们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临床资料 收集我院 年 月∗ 年 月间神

经科门诊和住院拟诊为癫痫的病人 例 全部病例经 ∞∞

检查均有痫样波放电 其中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 岁 例 ∗ 岁 例 ∗ 岁 例∀病程

天∗ 年 个月以内者 例 ∗ 个月 例 ∗ 个

月 例 ∗ 年 例∀ 所有病人的临床发作形式均符合

癫痫诊断标准∀ 根据 年国际抗癫痫联盟第二次会议分

类标准≈ 本组单纯部分性发作 例 部分性继发全面发作

例 全身性发作 例 其中全身强直阵挛发作 例 失神

性发作 例 治疗后临床发作已控制∴半年者收入本组∀

每组药物治疗的病例详见表 ∀

表 1 三组药物治疗的临床类型

药物 例数 男 女
单纯部分

性发作

部分性继发

全面发作

全面

发作

° ×

≥∂ °

≤

2  研究方法

全部病例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进行 ∞∞ 检查 采用

日本光电 四导全数字化脑电图仪记录∀ 按国际

系统安置电极 常规做单极和双极导联描记 行睁闭眼!过

度换气或睡眠诱发试验∀ 嘱患者过度换气 停止过度换

气 ∗ ∀ 对过度换气不合作的患儿或因心肺疾患等不宜

行过度换气的病人行睡眠诱发∀全部病例共接受脑电图检查

次 平均每例 次∀ 利用治疗前后脑电图的变化进行

自身对照∀

3  结 果

3 1 ° × !≥∂ °!≤ 三组服药前后的 ∞∞ 结果比较 详见

表 ! ∀

表 2 三种不同药物治疗前后癫痫波放电频率比较

药物组 例数

治疗前癫痫波

放电例次

棘尖波放电 慢波放电

治疗后癫痫波

放电例次

棘尖波放电 慢波放电

° × 3

≥∂ ° 3 3

≤

3 Π

表 3 三种不同药物组对棘!尖波!慢波放电抑制的比较

药物组 例数

治疗前癫痫波

放电例次

常规描记 诱发描记

治疗后癫痫波

放电例次 含 ∂

常规描记 诱发描记

° × 3

≥∂ ° 3 3

≤

3 Π

从表中看出三种药物各组病人服药前的癫痫 ∞∞ 放电

例次无明显差异 而服药后常规描记有明显差异 尤为诱发

试验描记后更为明显∀ 三个组对棘!尖波放电抑制率及对慢

波放电抑制率 ≥∂ ° 组均优于 ° × 和 ≤ 组∀

3 2 三种药物对 ∞∞ 背景活动的影响比较

主要观察和统计 Α波的比值!分布及两侧波幅和波率的

差异 Α波在睁闭眼!光刺激!过度换气及睡眠诱发时的变化∀

° × 治疗组中 Α活动明显受到影响 例 ≥∂ ° 治

疗组中为 例 ≤ 治疗组中为 例 ∀在

Α波数量减少上 ° × 治疗组中 Α波减少 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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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疗组中为 例 ≤ 治疗组中为

例 ∀ Α波增快 者 各治疗组中均为 例∀

另则 ≤ 治疗组中 例 出现 Η!∆波增多 而 ° ×

和 ≥∂ ° 组仅见 Η波增多 分别为 例 ! 例

∀ 以上统计表明三组药物对 ∞∞ 背景活动的影响以

≤ 最明显 其次是 ° × 最轻是 ≥∂ ° 组 同样使慢波增多

的顺序也是 ≤ ° × ≥∂ °∀

4  讨 论

到目前为止 ° × !≥∂ °!≤ 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抗癫痫

药物∀ 为此 我们选择这三种药物 通过定期复查 ∞∞ !计算

单极和双极导联上的脑波变化 间接判断大脑皮层的功能状

态 为合理增减药物提供参考依据∀ 众所周知 ∞∞ 对癫痫

的诊断!发作类型的分类!定位等方面可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随着临床发作的控制而 ∞∞ 也会相应的逐渐好转或恢复正

常 特别是癫痫波放电的频率逐渐减少或消失 ∞∞ 背景渐

趋稳定和顺应性∀ 从本组资料分析 临床发作频率与间歇期

∞∞ 痫样波放电有着密切关系 特别是当棘!尖波或棘!尖2

慢综合波放电消失而慢波放电仍存在时 即使过度换气诱发

出现的慢波放电也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切不可快速

停!减药物∀ 因为文献报告频繁的慢波放电或诱发试验出现

的癫痫波!甚至高幅尖样化 Α波均提示有临床发作的可

能≈ ∀ 另是 ∞∞ 的背景变化 本组统计结果看出 ≥∂ ° 治疗

组不论是常规描记还是通过诱发试验 其痫样波发放消失

率!Α波的减少!两侧的分布及慢波的增多均明显优于 ≤ !

° × 组∀ 沈廉涓等在他们的报告和文献复习中也提出 ∞∞

的癫痫波发放与临床发作频率呈相关性≈ ∀本文报告的三种

药物对癫痫波放电的抑制有明显区别 其顺序是 ≥∂ ° ° ×

≤ 对发作性慢波爆发的抑制也明显不同 ≥∂ ° 组明显

优于 ° × 和 ≤ 组 这与 ° • ∞ 等人报道的结果一

致≈ ∀ 另则 三种药物对 ∞∞ 背景活动的影响明显不同 通

常在用药两周后 Α波开始逐渐减慢 三周后相继出现慢波

两侧可不对称 以 ≤ 最为明显 这在儿童病例中尤为显

著∀与服药前相比 Α波可减少 ∗ 秒 其相应的慢波增

多 这与沈锦松等人的报告一致≈ 与其相比!° × !≥∂ ° 对

∞∞ 背景活动影响较轻 Α节律慢化程度亦轻∀ 由此可以认

为 通过多次 ∞∞ 检查动态观察癫痫波的发放频度和 ∞∞

背景的变化 可间接估价药物效果和对皮层功能的影响 以

便合理调整用药∀ 如果某一种抗癫痫药物对 ∞∞ 背景活动

影响显著 特别是 Α波明显减少 Η波和 ∆波显著增多时 即

使癫痫发作得以控制 是否会导致患者的智能改变应值得我

们注意∀

参考文献

1 许尚臣 吴雯珠 贺英群 癫痫病人发作间期脑电背景活动的地

形图分析 临床脑电学杂志

2 沈廉涓 黎瑞春 孙道开 丙戊酸钠和卡马西平对脑电图的影

响 临床脑电学杂志

3 ° • ∞ √ ° ∞

√ ∏

∞

4 沈锦松 张扬达 卡马西平对癫痫病人脑电背景活动影响的初

步研究 临床脑电学杂志

收稿日期

疥疮霜的制备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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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制治疗疥疮的新制剂并建立质量控制方法∀ 方法 在硫乳膏的基础上加入地塞米松等制成∀ 质量控制采用

° ≤ 法测定地塞米松的含量 容量法测定硫的含量∀ 结果 新制剂疥疮霜对疥疮的治愈率达 ° ≤ 法测定地塞米松

时的回收率为 ≥⁄ ∀ 结论 疥疮霜疗效优于硫乳膏∀ 含量测定方法可用于疥疮霜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 疥疮霜 醋酸地塞米松 硫 ° ≤

Τηε πρεπαρατιον ανδ θυαλιτψ χοντρολοφ ϕιεχηυανγ χρεαµ

≥ ∏ ∏ • ¬ ≥ ÷ Ζηυϕιανγ Η οσπιταλ Τηε Φιρστ Μιλιταρψ Μεδ 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Γυανγ δ ονγ

Γυανγ ζηου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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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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