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就可进入洁净区 ∀用该方法灭菌臭氧能迅速扩散到每个

洁净室 而且臭氧浓度分布均匀 达到洁净室的灭菌目的 同

时对 ∂ ≤ 系统起到杀灭霉菌和杂菌的效果 ∀臭氧还能对

高效过滤器起到溶菌疏导作用 延长使用寿命 ∀

运行效果评价

在洁净厂房 ∂ ≤ 系统中应用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灭

菌消毒 消毒效果令人满意 ∀

浮游菌监测结果

百级区 ≤ƒ 标准 [ ≤ƒ

万级区 ≤ƒ 标准 [ ≤ƒ

沉降菌落的监测结果

百级区 个 皿# 标准 [ 个 皿#

万级区 [ 个 皿# 标准 [ 个 皿# ∀

臭氧消毒代替化学药剂气体薰蒸和紫外灯灭菌 能提高

洁净室的洁净度 加强了微生物指标的控制 同时提高有效

工作时间 延长了高效过滤器使用周期 节省能源费用 耗电

只有紫外线灯的 降低产品成本 ∀具有性能稳定 !效果

好 !使用方便 !安全卫生 !作用快 !灭菌时间短 !没有残余污染

等优点 符合 °要求 值得在制药洁净厂房中推广应用 ∀

收稿日期

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治疗老年下呼吸道感染临床对照研究

张国祥  严秀娟 杭州 杭州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

摘要  目的 采用开放对比研究比较克拉霉素 与阿奇霉素 以评价克拉霉素治疗老年下呼吸道

感染的疗效及安全性 选择未用过抗生素治疗或虽用抗生素但无效的老年下呼吸道感染 ∀方法 例 随机分成两组 分别为

治疗组 克拉霉素组 或对照组 阿奇霉素组 治疗组 每日 次口服 疗程 天 对照组 每日 次口服 疗

程 天 ∀结果 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痊愈率分别为 与 总有效率为 与 细菌清除率为 与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与 ∀两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Π ∀结论 提示在治疗轻 中度老年下呼吸道感

染克拉霉素与阿奇霉素相仿 疗效好 不良反应少 对老年下呼吸道感染有效且安全 ∀

关键词  克拉霉素 阿奇霉素 下呼吸道感染 临床疗效

ΧΛΙΝΙΧΑΛ ΧΟΜΠΑΡΑΤΙς Ε ΣΤΑ∆Ψ ΟΦ ΧΛΑΡΙΤΗΡ ΟΜΨΧΙΝ ΑΝ∆ ΑΖΙΤΗΡ ΟΜΨΧΙΝ ΙΝ ΤΗΕ ΤΡ ΕΑΤ2

ΜΕΑΤ ΕΛ∆ΕΡ ΠΑΤΙΕΝΤΣ ΟΦ ΛΟΩΕΡ Ρ ΕΣΠΙΡ ΑΤΟΡΨ ΤΡ ΑΧΤ ΙΝΦΕΧΤΙΟΝ .

∏ ¬ ≠ ¬∏∏∏( Τηε Φιρστ Ηοσπιταλ οφ Ηανγ 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2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ΟΡ ∆Σ  ≤ ≤

  克拉霉素 ≤ 为新的半合成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 其体内 !外抗微生物作用强 具有优良的药物动力学特

性 不良反应少 ∀为评价克拉霉素治疗老年下呼吸道感染的

疗效和临床安全性 ∀我们于 年 月至 年 月对

例老年下呼吸道感染的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 对照药

物为阿奇霉素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病例为呼吸门诊可随访者 少数为住院患者 ∀

1 1  入选标准

根据临床症状 !体征 !实验室检查 !÷ 线及细菌学检

查 确诊为下呼吸道细菌感染者 年龄 岁以上老年人

受试病例以轻 !中度感染为主 ∀

剔除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过敏

者 严重心 !肝 !肾功能损害者或有其它严重进行性基础

疾病者 危重感染或肿瘤及免疫机能低下合并感染的患

者 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者 不能完成疗程或随访

者 ∀

1 2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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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下呼吸道感染者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按随机表进入治疗组 克拉霉素 和对照组 阿奇

霉素 ∀治疗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对照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两组病种分布情况见表 经 检验 两组在病情严重

程度方面具有可比性 ∀

1 3  用法与用量

克拉霉素片剂 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批号

片 疗程 ∗ 阿奇霉素片剂

美国辉瑞公司提供 批号 ÷ 号 片

疗程 ∀

1 4  临床观察指标

每例患者在治疗前 !后进行血 !尿常规 肝 !肾功能及胸

片等有关检查 ∀

1 5  疗效评估

临床疗效按卫生部颁发的 / 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0分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四级 痊愈与显效合计为有效

据此计算有效率 ∀细菌学评价标准按清除 !部分清除 !未清

除 !替换 !再感染进行评定 ∀细菌清除率指治疗结束时 细菌

培养清除菌株数占治疗前分离菌株数的百分率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治疗组痊愈率 显效率

进步一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为 对照

组痊愈率 显效率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治疗组与对照组经 ξ 检验 无

显著性差异 Π ∀

2 2  细菌学结果

菌种分布情况见表 治疗组共分离出菌株 株 细

菌阳性率为 对照组共分离出菌株 株 细菌阳性率为 ∀

细菌清除情况 治疗组细菌清除 株 替换 株 细

菌清除率 ∀对照组细菌清除 株 替换 株

细菌清除率 ∀

2 3  不良反应

治疗组 例恶心 例轻度腹泻 !对照组 例恶心 ! 例

× 轻度升高 均不影响治疗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和 无显著性差异 Π ∀

血 !尿常规 !肾功能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改变 ∀

3  讨论

克拉霉素为 元环的半合成大环内酯类长效抗生素

属氮环内酯类 ∀抗菌机制是通过与 ≥核糖体次单位结合

阻碍细菌转肽过程而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 ∀克拉霉素拓

宽的抗菌谱既维持了传统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革兰阳性菌

和非典型病原体 如肺炎支原体 !衣原体 !军团菌属 的抗菌

活性 又增加了对部分革兰阴性菌 如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

拉菌 及厌氧菌的抗菌作用 ∀本试验结果与文献报告基本相

似≈ ! 说明克拉霉素对敏感的 球菌和部分 杆菌引

起的老年轻 !中度下呼吸道感染具有较高的疗效 并且安全

可靠 ∀

表 1  试验组与对照组病种及病情严重程度分布情况

病  种

试验组

病例 病情程度

轻 中

对照组

病例 病情程度

轻 中

细菌性肺炎

急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支气管扩张伴感染

合计

表 2  下呼吸道感染菌种分布情况

菌  种 治疗组 对照组

肺炎链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群溶血性链球菌

副流感嗜血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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