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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 凌海燕 虞和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探讨剖宫产术后抗感染药物使用现状 为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对我院 ∗

年各年度 月份剖宫产患者术后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时间 !药品费用 !联合用药情况 !药品类别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剖宫

产术后大多为二联用药 时间多为 ∗ 费用多在 元左右 并以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率最高 ∀结论  剖宫产术后抗感

染药物的使用逐步趋于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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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麻醉方法的改进 手术技术与输血技术的提高和抗

感染药物的应用 剖宫产术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从而使得

剖宫产率不断上升 ∀我国剖宫产术已由 世纪 年代的

左右上升至 年的 ≈ ∀我院也从 年的

上升至 年的 ∀剖宫产术后易并发感染 为

防止感染 常在术后短期内使用抗感染药物 ∀抗感染药是临

床应用最多的一类药物 近年来发展迅速 新的药物不断涌

现 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但同时在使用中也出现了一

定的问题 ∀本实验对 ∗ 年我院剖宫产术后抗感染

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以了解剖宫产术后抗感染药物应用

现状及存在问题 为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

1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我院 ∗ 年每年 月份的所有剖

宫产患者 共计 例 其中 年 月 例 年

月 例 年 月 例 年 月 例

年 月 例 年 月 例 ∀采用回顾性调查

方法 对剖宫产患者术后抗感染药的使用时间 !使用种类 !联

合用药情况及药品费用等进行统计分析 比较各年度的变

化 ∀

2  结果

2 1  抗感染药联合用药情况见表 1 ∀

2 2  抗感染药用药时间见表 2 ∀

2 3  抗感染药费用见表 3 ∀

2 4  各类抗感染药使用情况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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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抗感染药联合用药情况

Ταβ 1  × √ ∏

时  间
一联 二联 三联 四联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表 2  抗感染药用药时间

Ταβ 2  × ∏ √ ∏

时  间
以下 ∗ 以上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表 3  抗感染药物费用

Ταβ 3  × ∏ √ ∏

时  间
元以下 2 元 元以上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平均费用

表 4  各类抗感染药物使用率

Ταβ 4  × ∏ √ ∏

时  间
头孢菌素类 青霉素类 氨基苷类 硝基咪唑类 其它

例数 使用率 例数 使用率 例数 使用率 例数 使用率 例数 使用率

3  分析讨论

3 1  抗感染药物使用逐步趋于合理  在所调查的病例中

术后抗感染药的使用率为 ∀没有因抗感染药的使用而

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预防和治疗效果基本满意 ∀围产期感

染以 ≥ 族链球菌 为主 故头孢菌素 青霉素类药物使

用频度较高 ∀极大多数患者为联合用药 且多为二联用药

三联 四联用药下降明显 ∀术后抗感染药的使用时间多为

∗ 用药时间大于或等于 的病例不断下降 从而使患者

住院日数明显缩短 ∀另外 抗感染药的费用多在 元左

右 因用药品种的减少和用药时间的缩短 使费用在 元

以上的比例逐步下降 ∀这些都说明我院剖宫产术后抗感染

用药的使用逐步趋于合理 ∀

3 2  抗感染药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剖宫产术后氨基糖苷

类药物应用较广 ∀氨基糖类药物是一种干扰细菌蛋白合成

的静止期杀菌剂 单用一种可发挥良好的杀菌作用 ∀由于作

用机制相同 几种抗感染药联用的抗菌效力不可能有较大的

增强 但其耳毒性 肾毒性及神经肌肉接头的阻断作用将会

成倍增加 故此类抗菌药物应避免联用 ∀抗菌药物联合使用

可以从不同的机制抗菌 增强疗效及加大抗菌范围 但也增

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还可使细菌对多种抗菌素产生耐药

性 ∀另外 在治疗致病菌的同时 也抑制了正常细菌 而产生

菌群失调 使二重感染大大增加≈ ∀硝基咪唑类药物因其对

各种厌氧菌有强大的杀灭作用 在剖宫产术后也应用较多

主要为甲硝唑 但动物试验甲硝唑有致突变作用 且其在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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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中药物浓度较高 维持时间较长 因此用药期间应暂停哺

乳 ∀

由于剖宫产术后抗感染药物的使用多为预防用药 故时

间不宜过长 品种不必太多 ∀如术后感染较重 则应做药敏

试验 切不可滥用抗菌素 ∀目前已有人主张对没有高危因素

的选择性剖宫产患者 不使用任何预防性抗生素≈ ∀因此

剖宫产术后是否必须使用抗感染药 如何合理使用抗感染

药 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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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酚酸酯治疗 Ις 型狼疮性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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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新型免疫抑制剂霉酚酸酯 ƒ 治疗 ∂ 型狼疮性肾炎 疗效及不良反应并探讨 ƒ 的剂量 ∀方法

 对传统剂量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或复发的 例 ∂ 型 患者予 ƒ联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 ∀ ƒ剂量

∗ 治疗时间 ∗ 个月 ? 个月 ∀结果  经 ƒ 治疗后 例肾功能不全 氮质期 例 需透析 例 者

例血清肌肝恢复正常 ∀ 例患者尿蛋白减少一半以上 ∀其中 例患者尿蛋白转阴 ∀半数患者的血尿消失 ∀血清 ⁄ 均

转阴性 滴度明显下降 血清球蛋白水平明显下降 ∀治疗中 例并发肺炎 例并发带状疱疹 未见白细胞减少及肝功能

异常 ∀结论  ƒ对传统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的重症 !难治性 ∂ 型 有较好的疗效 ∀

关键词 狼疮性肾炎 免疫抑制剂 霉酚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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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型狼疮性肾炎 仍是目前治疗上的难题 传统的

甲泼尼松龙联合间断环磷酰胺静脉冲击疗法 双冲击疗法

以及激素联合环孢素 疗法 虽然提高了疗效 但两种疗法

的感染并发症仍是 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且仍有不少病

例对传统治疗无效 ∀笔者通过应用霉酚酸酯 ƒ 对

例重症 !难治性 ∂ 型 患者的治疗 前瞻性观察了 ƒ

治疗重症 !难治性 ∂ 型 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

1  对象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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