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1  结果 症状和体征 四肢乏力 !纳差 !恶心 !肝区疼痛治

疗后大多数消失 ∀甘利欣组治疗前后对肝脾肿大无变化 甘

利欣合用复方丹参组治疗后 例肝脾肿大明显缩小至正常 ∀

3 2  血清谷丙转氨酶 × 恢复正常时间 见表 ∀结果

表明 复方丹参合用甘利欣组降酶较快 治疗 和 时

分别为 ! 而甘利欣组分别 ! ∀

表 1  两组血清 × 恢复正常时间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 天 例数 正常数 例数 正常数 Π值

3

3

3 Π

3 3  血清胆红素 × 复方丹参合用甘利欣组治疗前有

例异常 甘利欣组治疗前 例异常 治疗 后均已恢复正

常 无显著性差异 见表 ∀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恢复情况

例数 血清胆红素恢复情况

治疗 复常 治疗 复常 治疗 复常

治疗组

对照组

3 4  病毒标记改变 ! ! ∂ ⁄ !

等标记 两组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变 ∀

3 5  疗效分析 复方丹参合用甘利欣组疗程结束后停药观

察 × 持续正常 例 显效率 ∀ 例停药后出现反

跳 继续治疗后仍有效 总有效率 !无效 例 无效率

∀

甘利欣组疗程结束后停药观察 × 持续正常 例 显

效率 总有效率 ∀无效 例 无效率 ∀两组

显效率和总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Π ∀

4  体会

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属/黄疸0/胁痛0范围 病情

迁延日久 累及肝 !肾 临床多表现气滞血淤型 ∀复方丹参注

射液为丹参 !降香提取物 主要有效成分丹参酮具有扩血管

作用 ∀甘利欣为甘草提取物 其主要成分是甘草酸二铵 具

有较强的抗炎 !保护肝细胞及改善肝功能的作用 ∀两者合用

能促进坏死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抑制肝细胞纤维组织增

生 ∀在抗炎 !抗病毒和免疫调节方面有协同作用 ∀

收稿日期

泰必利治疗三叉神经痛 36 例疗效观察

吴喜娟  于战涛 文登  山东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泰必利 系含烷茴香酰胺的衍生物 为一种镇静

及神经精神安定药 ∀我们于 年 月 年 月采用

江苏淮阴华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泰必利治疗三叉神经痛

例 取得明显疗效 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病程最短 周 最长 年 ∀ 例均有扳击点特征 进食 !

洗脸 !刷牙 !说话等均可诱发 每天发作数次至十几次 每次

发作时间数秒至数分 长短不一 ∀三叉神经痛第 支 例

第 支 例 第 支 例 第 ! 支或第 ! 支痛共

例 其中 例伴有面肌抽搐 !流泪 !流涎 !面部潮红等 ∀上述

例均行脑电图 !脑脊液检查正常 头颅 ≤ × 或 未见异

常 ∀临床诊断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 ∀多数服过各种止痛 !镇

静剂及 × 制剂 如卡马西平 !去痛片 !安定 !苯噻啶等

疗效不明显或无效而服用此药 ∀

治疗方法 治疗前全部停用止痛药 ∀泰必利服用剂量成

人 一日三次 若治疗一周无效 则增至 ∗

一日三次 一周后仍无效 则视为无效 ∀服用有效

待疼痛缓解一周后逐渐减量 以 !一日三次维持三

个月 ∀严重肝功能损害及白细胞减少或造血功能不良者慎

用 ∀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 疼痛次数较治疗前减少 以

上 且疼痛程度明显减轻 好转 疼痛次数较治疗前减少

∗ 疼痛程度减轻 效差 发作频率减少 以下 无

效 发作频率减少 以下 ∀前二者计有效率 ∀

治疗结果 治疗前统计 例患者疼痛发作次数 平均每

例每周发作 次 治疗后平均每例每周发作 次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Π ∀其中显效 例

好转 例 效差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个别患者有头昏 !思睡 !乏力 !偶尔

恶心 !胸闷现象 在治疗中可耐受 且症状逐渐消失 无一例

因副作用而停药 ∀ 例治疗前后血常规及肝功能无异常改

变 ∀

讨论  三叉神经痛是原因未明的三叉神经分布区的阵

发性电击样疼痛 有认为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是多种致病因素

使三叉神经节或感觉根发生脱髓鞘改变 致髓鞘的轴突与邻

近无髓鞘纤维发生短路 轻微的触觉刺激可通过短路传入中

枢 同样的中枢传入冲动亦通过短路而成传出冲动 如此引

起疼痛发作 ∀泰必利可提高血浆内 Β 内啡肽水平 阻滞疼

痛冲动经脊髓丘脑束网状结构传导 同时通过丘脑的中枢整

合作用改变患者对疼痛的反应 ∀本组病例采用泰必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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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得较好疗效 因此泰必利为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药物

之一 ∀

收稿日期

碘化钾溶液的处方改进及稳定性观察

张永恒  卢乙众  卢光洲 卫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制剂科

  碘化钾溶液是临床常用的补碘药 ∀我们在制备和临床

应用过程中 发现其稳定性差 !口感不好等缺点 ∀因此我们

结合实际对处方进行了改进 并对其刺激性和稳定性作初步

观察比较 ∀

1  处方

1 1  原处方  碘化钾 50 硫代硫酸钠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1 2  改进处方 一  碘化钾 硫代硫酸钠 单糖浆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1 3  改进处方 二  碘化钾 硫代硫酸钠 Β 环糊

精 单糖浆 甜菊素 羟苯乙酯溶液

纯化水加至 ∀

2  制备(改进处方二)

2 1  Β 环糊精饱和溶液  取 Β 环糊精加纯化水

加热至 ∗ ε 搅拌使其溶解即得 ∀

2 2  制备工艺  取碘化钾溶于约 500 纯化水中 加入 Β

环糊精饱和溶液 电动搅拌机搅拌 加入其他辅料溶解

后过滤 ∀自滤器上添加纯化水使成 搅匀即得 ∀

3  口感刺激性检查 ∀见表

表 1  不同处方制剂口感刺激性检查结果比较

制剂 口感刺激性

原处方 味苦 !咸 !强烈而持久 刺激性大 ∀

改进处方 一 略甜 !后味仍苦 刺激性有所缓解 ∀

改进处方 二 味甜 !略带苦味 无刺激性 口感反应良好 ∀

4  含量测定与稳定性考察

对三种处方制剂进行含量测定≈ 及稳定性实验 将三种

处方制剂样品在无避光条件下室温放置 个月 个月 个

月 并分别测定含量 ∀见表

表 2  不同处方制剂含量及稳定性测定结果

制剂
含量

稳定性测定 含量变化

个月 个月 个月

原处方

改进处方 一

改进处方 二

5  总结

5 1  Β 环糊精分子胶囊 是一种超微型载体 ∀为目前引人

注目的一种食品和药用的新型包合材料≈ ∀由表 结果可

知 Β 环糊精可遮盖碘化钾的苦味及咸味 减缓刺激性 改

善口感 同时处方中加入甜菊素 它是一种天然高效甜味剂

与一定量多糖混合后 可更好地纠正溶液中不良嗅味及异

味 使患者易于接受乐于使用 ∀

5 2  从表 2 样品含量变化可以看出 Β 环糊精可明显增加

本品的稳定性 延长储存时间 有利于药品制剂的生产 !保存

和使用 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但其临床疗效如何 还需进一步

考察研究 ∀

参考文献

1 潘学田主编 中国医院制剂规范 西药制剂第二版 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

2 於传福主编 药剂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收稿日期

拉米呋定治疗慢性乙肝的探讨(附 222 例 18个月的疗效分析)

赵素元  黄  星  邹林樾 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乙型肝炎的研究从病原 发病机理 诊断和治疗 预防均

有日新月异的变化 ∀但疗效尚不尽人意 二十年代后期开放

的核苷类抗病毒药物步入临床 拉米呋定至 年国外基

本完成 ! ! 期临床试验累积病例达 例以上 我国

先期临床试验已完成 多例 我国和美国同步上市 ∀国内

在/拉米呋定临床应用指导意见0≈ 的推动下 全国普遍开

放应用 ∀我院自 年 月至 年 月累计病例共

例 ∗ 月疗效显著 口服方便 副作用极小 而停药后反跳

及变异株的出现致耐药的病例表现也较突出 现对用药中的

问题提出讨论 ∀

1  材料和方法

观察与设计 按拉米呋定临床应用专家指导小组制定的

/拉米呋定应用指导意见0进行 ∀

病例 按 年中华医学会传 !寄分会 肝病学分会联

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选慢性乙型肝炎 例 其

中轻型 例 中型 例 重型 例 肝硬化代偿期 例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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