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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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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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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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疗效判断  根据用药时间及症状恢复情况进行判断

显效 用药一个疗程症状消失 意识障碍基本恢复 抽搐停

止 肌张力明显改善 原始反射出现 有效 用药 个疗程 意

识障碍部分改善 抽搐次数减少 肌张力有改善 无效 用药

二个疗程以上症状及体征均无明显恢复 ∀

1 5  结果  观察组 30 例中痊愈与好转 23 例 无明显变化

自动出院 例 死亡 例 ∀治愈与好转率为 死亡率

和无明显变化为 ∀对照组 例中痊愈与好转 例

无明显变化 例 死亡 例 治愈与好转率为 无明显

变化和死亡率为 ∀随访结果 观察组治愈 例

后遗症 例 其中脑瘫 例 癫痫 例

轻微脑功能障碍 例 ∀对照组治愈 例 后遗症 例

其中脑瘫 例 癫痫 例 轻微脑功能障碍 例 ∀观察

组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Π ∀

2  讨  论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是一种由多种原因引起缺氧后

造成的脑细胞损伤 临床上最常见的病因是窒息及胎儿宫内

窘迫 窒息时间越长 程度越重 病死率越高 器官损害的机

会越大 遗留后遗症越多 ∀本文 例 窒息有 例占

宫内窘迫 例占 后遗症 例占 预防围

产期的窒息是降低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重要措施 ∀

本文两组性别 !月龄 !体重 !神经系统症状 !诊断标准 !治

疗方法及条件大致相同 观察组加用脑活素疗效优于对照

组 ∀表现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快 静滴脑活素 个疗程以内

恢复占 明显高于对照组 ∀另外致残率降低 ∀

通过随访主要从小儿智力 !语言 !运动功能 !对环境反应 !发

育情况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在用脑活素治疗新生

儿缺氧缺血性脑病过程中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及副作用 ∀

收稿日期

益母草胶囊促进产后子宫复旧 例

张  彩  朱  波  林小慧  梁  洁 广州 广东中山医科大学黄埔医院

  子宫复旧为胎盘娩出后的子宫 逐渐恢复至未孕状态的

过程 ∀一般产妇在产后除进行控制感染外 多服用可促进产

后子宫复旧的中西药制剂 ∀作者对 例产妇进行观察

例服用益母草胶囊 例服用益母草流浸膏 现疗效总结如

下

资料与方法

1  病例选择

主要选择病例为产后妇女 均为自然分娩的初产妇 年

龄 岁 足月妊娠 无产后大出血 ∀随机分为两组 其

中益母草胶囊组 例 年龄 ? 益母草流浸膏组

例 年龄 ? 两者无显著性差异 ∀ Π

2  治疗方法

组均以抗生素预防产后感染 胶囊组产后即服益母草

胶囊 浙江大德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号每粒 克 每次 粒 每日 次 连服 流浸膏组产后

即服益母草流浸膏每次 每日 次 连服 ∀

3  观察指标

对症状及体征的观察采用半定量法 将受试病例的症状

及体征进行积分值记录及统计 ∀所有病例均进行随访 观察

产妇阴道流血时间等情况 ∀具体积分见表 如无该症状记

为 分 ∀

   积分

症状 !体征

阴道恶露量 倍月经量 倍月经量 倍月经量

阴道流血时间

产后 子宫底高度 耻骨联合上 [ 耻骨联合上 耻骨联合上 ∴

产后 超三径之和 [ ∴

小腹胀痛 轻度胀痛 可忍受 腹痛较甚 腹痛明显 !较难忍受

血紫黯有块 呈紫黑色 呈紫黯色 !有血块 紫黯色 且有多量血块

4  统计方法

对服用 后及随访结果进行记分 并对症状积分及总

积分进行统计 采用 检验 判定两组的疗效情况 ∀

5  结果

5 1  临床疗效

治疗组总积分为 ? 对照组总积分为 ?

两者有显著性差异 ∀ Π

5 2  各症状的疗效情况

组用药后 及随访结果表明 在改善产后子宫底高度

和改善血紫黯有块症状项有显著性差异 Π 结果见表

∀

5 3  不良反应  治疗组经 10 例病人实验室检测对比 各项

生化指标无明显改变 两组在治疗中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6  讨论

子宫复旧是产后子宫逐渐恢复的过程 表现是子宫体肌

纤维缩复和子宫内膜的再生 临床表现为子宫高度上升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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