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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西艾克 ∂ ⁄≥ 联合化疗与重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2≤≥ƒ 联合治疗难治复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的

疗效 ∀方法 采用 ∂ ⁄≥替代长春新碱 ∂ ≤ 组成 ≤ ° 足叶乙苷 ∂ ° 方案联合化疗 后加用 2≤≥ƒ治疗难治复发性

2 期 例 观察其临床疗效及毒副作用 ∀结果 例中完全缓解 ≤ 例 部分缓解 ° 例 稳

定 ≥ 例 总有效率 主要副作用为骨髓抑制 ∀结论 ∂ ⁄≥联合化疗与 2≤≥ƒ 联用治疗难治复发性 是

一种有效的挽救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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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初治多采用标准时 ≤ ° 环磷酰

胺 阿霉素 长春新碱 泼尼松 方案化疗 其病例约有 ∀

以上在 年内复发 所以对难治复发性 的治疗是一个

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们拟用 ∂ ⁄≥取代 ≤ °中的 ∂ ≤ 并

加 ∂ ° . 同时联用 ≤≥ƒ 治疗难治复发性 例 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病例选择 我院于 年 月 ) 年 月住院的

难治复发性 例 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检查确诊 男

例 女 例 年龄 岁 中位年龄 岁 ∀按国际工作分

类法分为高度恶性 例 其中 × 细胞型 例 细胞型

例 中度恶性 例 临床分期 期 例 ∂ 期 例 均为

次以上复发病例 ∀

1 2  治疗方法 ∂ ⁄≥ 杭州民生制药厂生产 √

≤ × ÷ √ ⁄ 泼尼松 口

服 ∂ √ 为 个周期 重复至少

个疗程 多至 个疗程 化疗结束后 ) 应用 ) ≤≥ƒ

∏ 2 2 或白细胞恢复正常时停用 血小板

≅ 或有临床出血倾向时 给输血小板悬液 ∀

1 3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判定标准 临床疗效参考文献≈

分为完全缓解 ≤ 部分缓解 ° 稳定 ≥ 及进展 °

级 ∀疗效持续 个月 用药二个周期无效者为无效 ∀不良

反应按 • 化疗后毒性分级标准分为 度 无 度 轻

度 度 中度 可耐受 度 重度 不可耐受 和 度 严

重并发症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难治复发性 例 ≤ 例

° 例 ≥ 例 ∀总有效率 其中 例

为自体骨髓移植后复发病例得到 ≤ 其中 例均经 个疗

程化疗结束后随访 例 年后死于咯血窒息 原并有肺结核

咯血 例 年后失访 例至今分别已半年及 年以上

而仍随访中 ∀

2 2  不良反应 本疗效主要为骨髓抑制 其中血红蛋白 度

例 度 例 ∂ 度 例 血小板减少 度 例 度

例 ∂ 度 例 白细胞减少 度 例 ∂ 度 例 ∀消化道反

应少 经枢复宁使用后多可消失 ∀周围神经反应不明显 ∀

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 并以第一周期为明显 其中 例

出现严重的口腔溃疡 ! 例肺部感染 例肛周脓肿 均经有

效的抗生素及抗霉菌治疗后得到控制 ∀

3  讨论

∂ ⁄≥是一种周期特异性作用的长春花碱衍生物 主要作

用为抑制增殖细胞纺锤体形成 使细胞停止有丝分裂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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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致细胞死亡 ∀抗瘤谱广 是一种有效的抗癌药 与

∂ ≤ 无明显交叉耐药性 ≈ ∀我们在 ≤ °方案的基础上将

∂ ⁄≥取代 ∂ ≤ 并与 ∂ ° 合用进行联合化疗 总有效率

∀低浓度 ∂ ° 阻碍拓扑异构酶的活性 且通过代谢

产物自由基阻滞细胞周期 期 所以与以上方案的药物合

用对恶性淋巴瘤有较好的协同作用 加用 ≤≥ƒ 能有效地

加速粒细胞和血小板的恢复 使治疗相对安全 同时亦可加

大化疗药物的剂量 ∀ 的首推化疗方案 ≤ °近期疗效

不错 但易复发≈ ∀对于难治复发性 应用大剂量化疗

和骨髓移植能提高 的疗效 但应用各种二线药物组成

不同化疗方案仍有疗效 ∀ ≤ 等≈ 报告了应用大剂量化疗

加 ) ≤≥ƒ在没有干细胞支持作为复发难治性淋巴瘤的挽

救性治疗 例患者 例获 ≤ 例 ° 总有

效率 ∀我们在原 ≤ °方案中 ∂ ≤ 被 ∂ ⁄≥取代 并合

用 ∂ ° 化疗 加 ) ≤≥ƒ 适当提高剂量 治疗难治复发性

例 例获 ≤ 例获 ° 例 ≥

总有效率 且对 例自体骨髓移植后复发病例

仍有效 疗效与上文献报道近似 ∀因此我们认为本化疗方案

对难治复发 有效 亦可为一可行性治疗手段 ∀但本组

例数有限 总有效率尚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

本组病例骨髓抑制较明显 ) 度白细胞减少为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 在应用 ) ≤≥ƒ 同时 应用

抗菌素 !抗霉菌治疗感染均得到控制 给予输血小板悬液或

鲜血 并发症得以较好的控制 使本疗法在治疗过程中无一

例死亡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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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活素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30 例

孙  岩  孙  岗 伊宁市 新疆伊犁州友谊医院药剂科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 主要是指围产期新生儿

窒息导致的脑缺氧缺血性损伤 ∀是当前围产期新生儿常见

的颅内病变 ∀自 年 月至 年 月收治 例新生

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除应用支持疗法及对症处理外加用脑活

素治疗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 1  病例选择  30 例 ∞患儿均符合 年 月杭州

会议制定的 ∞临床诊断依据和分类标准 并经头颅 ≤ × 扫

描证实 ∀其中 年 月 ∗ 年 月期间共收治 例

∞为对照组对照观察 ∀

对照组 例 男 例 女 例 早产儿 例 足月儿

例 体重 例 ∗ 例 例 入院

日龄 以内为 例 以内为 例 以上为 例 出

生时窒息 例 其中 β窒息 例 β窒息 例 β窒息 例

宫内窘迫 例 其中脐绕颈 例 母妊高症 例 羊水污染

例 自然分娩 例 胎头吸引和产钳助产 例 ∀

观察组 例 男 例 女 例 体重 例

∗ 例 例 入院日龄 以内为

例 以内为 例 以上为 例 出生时窒息 例 其

中 β窒息 例 β窒息 例 β窒息 例 宫内窘迫 例

其中脐绕颈 例 母有妊高症 例 羊水污染 例 自然分娩

例 胎头吸引和产钳助产 例 ∀

1 2  临床表现  两组患儿在治疗前的神经症状比较 表

经统计学处理 两组间无显著意义 Π ∀

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

组别 意识障碍 颅内高压 惊厥 凝视

对照组

观察组

组别 肌张力减弱 对光反射迟钝 原始反射消失 呼吸不规则

对照组

观察组

表 2  ≤ × 分度比较

组别 轻度 中度 重度

对照组

观察组

  头颅 ≤ × 特点  对照组及观察组均有低密度改变 ∀其

中脑实质和脑室出血对照组 例 观察组 例 ∀合并蛛网膜

下腔出血 对照组 例 观察组 例 ∀

1 3  治疗方法  对照组主要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包括供氧 !

纠酸 维持 ∗ # 液体量 维持血糖在

控制抽搐 降颅压 能量合剂等 ∀观察组在上述治

疗基础上同时加用脑活素 每次 加入 葡萄糖

静滴 一日一次 ∗ 为一个疗程 共 ∗ 个疗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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