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为持续性尿崩症 ∀ 术后即发病为持续性尿崩症≈ ∀

4 5  尿崩症患者逐日尿量变化一般较为稳定 此点与精神

性多饮有别 后者逐日尿量变化甚大 鉴别诊断不典型尿崩

症常须与其它多尿原因作鉴别 低渗性多尿应与慢性肾功能

减退性多尿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性多尿 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等病因引起的高血钙性多尿 原发性肾原性尿崩症 肾小

管酸中毒多尿 以及精神性多饮多尿等鉴别≈ ∀

4 6  注意尿量观察记录 如果发生了尿崩症而未补足液体

或未使用加压素 则可能发生严重脱水引起高渗症群 反之

如多尿症状已缓解而补液过多或用过量加压素则可发生低

渗症群 水中毒 ∀所以 每日记录 小时尿量 及时调整长

效 中效尿崩停剂量亦是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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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内服结合灌肠治疗慢性盆腔炎 112 例的临床观察

管燕 女 岁 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 ∀

管  燕  蔡  捷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慢性盆腔炎是女性内生殖器及其周围的结缔组织 !盆腔

腹膜发生的慢性炎症 多为急性盆腔炎未彻底治疗或患者体

质较差 病程迁延所致 但亦可无急性炎症病史 ∀病程较长

病情顽固 现应用中药内服结合灌肠治疗 取得了较好的疗

效 ∀

1  临床资料

1 1  病例

病例选择为 年 月 年 月来医学院附属

医院诊疗的慢性盆腔炎患者 随机分成 组 治疗组 例

对照组 例 分别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 观察疗效结果 最

后进行病历统计总结 ∀

1 2  年龄与病程

1 2 1  年龄结构

本组资料年龄最小者 岁有 例 占 岁有

例 占 岁有 例 占 岁有

例 占 岁有 例 占 岁以上者 例 占

∀发病率以 岁为最高 ∀

1 2 2  病程

病程为开始发病有自觉症状到求医诊疗的这段时间 ∀

病程较短者 个月 年 有 例 占 病程 年者

有 例 占 年者有 例 占 年以上者有

例 占 ∀病程以 年者居多 ∀

1 3  临床表现

1 3 1  症状

主要表现为一侧或两侧小腹坠胀 !疼痛 按入痛甚 舌质

偏暗 脉弦等症 ∀常见腰骶酸胀 有时伴有肛门坠胀不适 且

常在劳累 !性交后及月经前后加剧 ∀部分患者月经不规则

便血量多伴痛经 并有尿频 !白带增多等症状 ∀

1 3 2  体征

子宫常呈后位 活动受限或粘连固定 ∀在子宫一侧或两

侧触到增粗条索状物或片块状物 并伴有压痛 ∀宫骶韧带增

粗 变硬 有压痛 ∀

2  治疗方法

2 1  中药内服治疗

中医辨证施治 以活血化瘀 行气止痛 清热利湿为主 ∀

基本方 当归 !木通 !白芍 !桂枝 !细辛 !

甘草 !萆 !蒲公英 !金银花 !大枣 枚 ∀每日

一剂 日为一疗程 用 疗程 ∀

湿热重加大黄 黄柏 薏仁 虚寒重加黄芪

吴萸 小茴香 腹痛甚加元胡 川楝子 ∀

组患者均给予中药汤剂内服 ∀

2 2  中药灌肠治疗

方剂 红藤 !败酱草 !蒲公英 !紫花地丁 !

元胡 加水至 浓煎至 保留灌肠 每日一

剂 日为一疗程 连续服用 疗程 ∀

对照组仅给予中药内服治疗 治疗组在中药内服基础上

再给予中药灌肠治疗 ∀

3  疗效判断标准和结果

3 1  疗效判断标准

3 1 1  痊愈 症状和体征消失 超检查炎性包块消失 妇

科检查子宫活动良好 无压痛 ∀

3 1 2  显效 临床主要症状消失或基本消失 超检查提示

炎性包块缩小 ∀

3 1 3  有效 临床大部分症状减轻 部分体征消失 ∀

3 1 4  无效 症状无明显减轻 体征同治疗前 ∀

3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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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在用药后的结果见表

表 1  疗效评定

组别
痊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显效率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4  讨论

中医理论认为/痛则不通0 !/久病入络0 本病病位在下

腹胞宫 !冲任 多由慑生不慎 湿热毒邪乘虚客于冲任 !胞宫

邪正交争 搏结成瘀所致 ∀因此 血瘀气滞是本病病机关键

所在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 患者可因先天禀赋 病机转化不

同或兼夹寒邪凝滞 或兼夹湿热蕴结 但始终以血瘀气滞为

其病机核心 ∀同时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活血化瘀药物能改善

组织循环 扩张血管 改善病灶周围血氧供应 降低毛细血管

通透性而促使炎症感染过程终止 ∀综上所述 运用中药治疗

应以活血化瘀为主 ∀

在中药内服方剂的选用上 我们用当归 !白芍活血祛瘀

木通 !萆 行气利水 桂枝 !细辛温经散寒 蒲公英 !金银花清

热解毒 ∀兼顾病症 配伍得当 ∀在中药灌肠方剂的选用上

红藤 !败酱草消痛散结 蒲公英 !紫花地丁清热解毒 加元胡

止痛 ∀内服外用 标本兼顾 使全身症状与局部病变都得到

明显改善 ∀

同时 由于慢性盆腔炎病程迁延难愈 单纯以中药内服

效果不明显且起效慢 最关键的是药力不易达到局部 ∀而在

中药内服的基础上加灌肠治疗则可以缩短疗程 !加强疗效

使药力直达病所 ) ) ) 药物经直肠给药后溶于直肠分泌液中

然后通过粘膜而被吸收 吸收后药物约 通过直肠中

静脉 !下静脉和肛管静脉绕过肝脏直接进入大循环 还有一

部分药物吸收后通过直肠上静脉经门静脉进入肝脏代谢后

再循环到全身 此外 直肠淋巴系统也是直肠吸收的另一途

径 ∀研究表明 直肠给药比口服吸收要快 其吸收总量和生

物利用度也较口服药为高 与静脉给药相似 ∀从而 使显效

率提高了 总有效率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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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丹参合用甘利欣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 45 例疗效观察

詹永祥  贾桂娈 杭州 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

  复方丹参注射液为丹参 !降香提取液 有效成分 丹参

酮 !原儿茶醛 !原儿茶酸等 其作用是扩张血管 ∀甘利欣注射

液主要成分是甘草二铵 其化学名为 Β羧基 氧代正

齐墩果烷 烯 Β基 Β ⁄ 葡萄吡喃糖苷醛

酸基 Α ⁄ 葡萄吡喃糖苷醛酸二铵盐 ∀其分子式 ≤

!分子量 ∀具有较强的抗炎保护肝细胞及改善

肝功能的作用 ∀

1  临床资料 :

治疗组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 例 ∀年龄

岁 平均年龄 ? 岁 ∀病程最短 个月 最长 年

平均 ? 月 × 平均 ?

∀其中黄疸 例 血清总胆红素 ∏

平均 ? ∏ ∀对照组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

性 例 年龄 岁 平均年龄 ? 岁 ∀病程最

短 个月 最长 年 平均 ? 月 ∀ ×

平均 ? ∀其中黄疸 例 血清总胆红

素 平均 ? ∏ ∀

诊断标准采用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寄生虫学会北

京会议制定的标准 ∀

2  治疗及观察方法 :

2 1  治疗方法

治疗组 复方丹参注射液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甘利欣注射液 !加入 葡萄糖 先后静

滴 每日 次 疗程 天 ∀对照组 甘利欣注射液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静滴 每日 次 疗程 天 ∀两组

治疗药物中除维生素 !≤ 外 不另加护肝药物 ∀

2 2  观察指标

症状和体征包括四肢乏力 !纳差 !恶心 !肝区不适及疼

痛 !黄疸及肝脾肿大 肝功能包括血清谷丙转氨酶 × !血

清总胆红素 !乙肝病毒标记 ! ! ∂ ⁄ !

等 ∀

2 3  疗效评价

显效 结束后 × 降至正常 停药后无反跳现象 ∀

有效 疗程结束后 × 降至正常 停药后有反跳现象 !

再次用药 仍有效者 ∀

无效 疗程结束后 × 下降或略有下降者 ∀

3  结果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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