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3  确定 ≥ 的分布 根据 ≥ 值大小 编制频数分布

表 计算向下累计频率 并据此查5百分数与概率单位对照

表6 求其所对应的概率单位 值 ∀

1 2 4  计算回归方程并分档 ≥ ≠

2  结果

各年度运行效益综合评价 ≥ 值见表 ∀各年度运行效益

≥ 频数分布及概率单位见表 ∀根据表 数据 经相关和回归

分析 得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 ∀

经 ≥ 分析将各年度运行综合情况分为差 !良 !优三

档 各等级排序及分档见表 ∀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 年度运行效益较差

年度良好 其余年度均理想 ∀

表 1  各年度运行效益综合评价 ≥ 值

Ταβ 1  × √ ∏ ≥ √

年度
药品销差价

万元

收支

平衡率

账物

相符率

药品

周转率

调配

合格率

调价

亏损

药品

报损率

调配

差错率
≥

表 2  各年度运行效益 ≥ 频数分布及概率单位

Ταβ 2  ⁄ ∏ ≠ ≥ √

≥ | Ρ
Ρ
ν

≅ 概率单位

∗

表 3  各年度运行效益 ≥ 值的排序及分档

Ταβ 3  ≥ ≥ √

分档等级 概率单位 ≥ 值 ≥ 值的排序及分档

差 ∗
良 ∗ ∗

优 ∗ ∗

3  讨论

3 1  秩和法进行综合评价时 不需要参考系 避免其它因素

干扰 结果较为客观合理 但它在转换秩次时会丧失一些信

息 其主要原因是此法只考虑了指标大小顺序 而未考虑指

标具体数值的大小 ∀但由于此法简捷明了 已较多应用于卫

生事业管理中 ∀

3 2  从分析结果看 自 年我院实行信息化管理后 住

院药房运行综合评价均为优 显示了信息化服务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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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酚酸酯替代硫唑嘌呤在肾移植中的应用

许玉珍 浙江省青春医院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霉酚酸酯 ƒ 替代硫唑嘌呤 在预防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例

肾移植后应用皮质激素 ° 环孢素 ≤ ƒ 或 硫唑嘌呤 三联免疫抑制剂治疗 其中分成 ƒ组 例 组

例 ƒ组适当减少环孢素用量 ∀结果  ƒ 组发生急性排斥率为 组为 ∀结论  以

ƒ代替 应用于肾移植术后 可以减少术后急性排斥及 ≤ 的用量 减少药物的肝肾毒性 ∀

关键词 肾脏移植 霉酚酸酯 急性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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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ππλιχατιον οφ µψχοπηενολατε µ οφετιλιν πρεϖεντινγ α χυτε ρεϕεχτιον κιδνεψτρανσπλαντατιον

÷ ≠∏2 ( Θινγχηυν Ηοσπιταλ οφ Ζηεϕιανγ Προϖινχε , Ηανγζηον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ƒ 2

√ ∏ ΜΕΤΗΟ∆  • √ √ ° ≤

ƒ ∏ ∏ ∏ × √ ∏

ƒ ∏ ∏ × ƒ ∏ √ ≤ Ρ ΕΣΥΛΤΣ  

× ∏ ƒ ∏ ∏ ΧΟΝΧΛΥΣΙΟΝ  

ƒ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随着外科技术的日益成熟 !完善及免疫抑制剂的不断开

发和应用 肾移植术后成活率明显提高 ∀近年来新型免疫抑

制剂霉酚酸酯 ƒ 广泛应用於器官移植临床以后 大量

的临床资料证实 它较硫唑嘌呤 具有更强的免疫抑制

作用而毒性较低 明显降低了肾移植后急性排斥的发生率

进一步提高了移植肾和患者的存活率≈ 其独特的免疫抑

制作用在抗排斥反应的作用上充分得到肯定≈ ∀我院自

年以来应用 ƒ替代 与环孢素 ≤ 及激素联

用 并适当减少 ≤ 用量 使肾移植患者术后近期急性排斥

及肺部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本实验对肾移植术后的三

联免疫抑制疗法中 以 ƒ代替 同时降低 ≤ 常规剂

量的免疫抑制方案进行探讨 ∀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回顾分析我院 年 月至 年 月接受尸体肾

移植患者 例 其中应用 ƒ 替代硫唑嘌呤 与环孢

素 激素联用患者 ƒ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另选同期硫唑嘌呤 与环孢素

激素联用患者 对照 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

1 2  免疫抑制剂给药方法

1 2 1  ≤ 的给药方法  受者术前无肝功能损害 !无病毒

性肝炎 !无 ≤ 过敏 肾移植后移植肾功能发挥良好 给予

≤ ∗ # 静脉滴注 维持 术后血肌酐下

降 Λ 一般术后 加用口服 ≤ #

停用静脉滴注 ≤ 前 术后 起改口服 ≤

# 以后 个月给维持量 维持 ≤ 血谷浓度达 ∗

× ⁄¬全血单克隆抗体法 ∗ 个月维持 ∗

∀

1 2 2  皮质激素的给药方法  术中及术后 2 静滴甲基泼

尼松龙 ° 改 术后 口服泼尼

松 ° 以后每日递减 至 个月

内降至 个月时 ∗ 维持 ∀

1 2 3  组 的给药方法  手术及术后 口服

# 术后 改 周后改 维持 ∀

1 2 4  ƒ组 ƒ的给药方法  手术日口服 术后

待 ≤ 达到治疗窗浓度后改 术后

个月降至 维持 ƒ 组 ≤ 治疗窗调整较

组低 ∀

1 3  观察指标

1 3 1  定期复查血常规 !尿常规 !生化各项指标及 ≤ 的浓

度 对有排斥患者 再行移植肾病理活检 !胸片 !移植肾彩超

等 ∀

1 3 2  急性排斥的诊断  肾移植后不明原因发热 尿量减

少至原尿量 ∗ 以上 血肌酐水平呈进行性上升 移

植肾胀痛 !高血压 !体重增加 经肾 超 !肾活检病理证实 ∀

1 3 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ξ ? σ 表

示 组间比较采用 τ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 组间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 Π 为差异有显著意义 Π 为差异

有非常显著意义 ∀

2  结果

2 1  ƒ组急性排斥率为 组为

两者有显著差异 Π

2 2  ƒ组的 ≤ 用量显著低于 组 见表 ∀

表 1  两组术后各时期 ≤ 剂量及血浓度谷值比较

Ταβ 1  ≤ ≤ ∏ ∂ ∏ ∏ √

组别

个月 个月 个月

≤ 剂量

# #

≤ 浓度

#

≤ 剂量

# #

≤ 浓度

#

≤ 剂量

# #

≤ 浓度

#

组 ? ? ? ? ? ?

组 ? ? ? ? ? ?

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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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ƒ组的环孢用量平均较 组有明显减少 ∀

3  讨论

年吴阶平教授在我国首先进行了两例尸体肾移植

由于免疫抑制剂的缺乏 术后移植肾均排斥 移植肾只存活

了 ∗ 周 ∀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合理应用一直是医学

界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之一 ∀免疫抑制不足导致移植物急 !

慢性排斥 甚至失去功能 同时免疫抑制过度带来的感染

免疫抑制剂的毒性反应等严重并发症也影响肾移植的近 !远

期疗效 ∀如何选择适当的免疫抑制剂和治疗方案 以减少排

斥反应 !药物不良反应及免疫抑制过度引起感染并发症发生

是提高肾移植质量的关键≈ ∀

世纪 年代环孢素 问世以后 以它为基础 加上

!激素的经典三联疗法使移植肾的急性排斥率大幅度下

降 极大提高了移植肾的一年存活率≈ ∀然而 排斥反应仍

然是移植肾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 也由于 有较强的骨髓

抑制和明显的肝肾毒性 使得有些患者难以忍受 人们一直

期望有更好的免疫抑制剂控制早期排斥反应的发生 ∀ 年

代后期新的免疫抑制剂 ƒ 临床应用以来 其比 免疫

抑制作用更强 毒性较小 很快代替了 在三联疗法中的

地位 成为新三联疗法的组成部分 ∀国内外的资料均已证实

了其卓越的短期疗效≈ ∀ ƒ 是由青霉素真菌产生的具

有抗代谢的霉酚酸的半合成物 是对次黄呤单磷酸脱氢酶有

效的 !非竞争性的 !可逆转的抑制剂 它主要选择性地抑制

× 细胞增殖 减少外周血中激活的 × 淋巴细胞 抑制肾

小球系膜细胞增生 诱导免疫细胞凋亡和移植物耐受 从而

防止排斥反应的发生 ∀其口服后可迅速水解为具有免疫抑

制活性 ° 麦考酚酸 ° 通过肠胃和肝脏葡萄糖醛酸

转化酶代谢成无活性的酚化葡萄糖苷糖 ° 口服平均生

物利用度高达 吸收完全 个体差异小 无须监测血中浓

度 ∀排泄主要通过肝脏 且对环孢素的药动学特性没有影

响 ∀由于 ƒ特殊的药动学 其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与环

孢素联合应用不仅显著减少环孢素的用量 而且基本避免了

肝 !肾毒性 同时保护移植肾功能 减少急性排斥反应 ∀

≥ ≈ 在观察临床应用 ƒ 的病例中发现 ƒ 与

相比可以降低 的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 我们的临

床结果显示 ƒ组 在减少急性排斥方面明

显优于 组 ∀因此 低剂量的 ≤ ƒ

° 三联是目前理想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 ∀

ƒ的不良反应 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反应及某些血液

毒性≈ 如恶心 !呕吐 !腹胀 !腹泻 个别患者出现腹痛 ∀少

数患者在使用 ƒ 时出现白细胞下降 这与 ƒ 的用量

较大有关 尤其在口服 时不良反应较明显 通过减少

ƒ用量至 ∗ 后大多数患者不良反应明显减轻甚

至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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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明滴眼液的制备和稳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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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视明滴眼液0为我院报批的中药滴眼液 该方由红

花 !当归二味药组成 用于青少年近视具良好疗效 ∀

1  制备工艺

当归提取挥发油 蒸馏后的水溶液另器收集 药渣与红

花水煎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合并煎液与上述水溶

液 滤过 加乙醇使含醇量 静置 取上清液回收乙

醇 再加乙醇使含醇量 静置 取上清液回收乙醇

用吉斐氏缓冲液调 值 ∗ 在 ∗ 范围

内 渗透压与 ∗ 氯化钠相当 加入羟苯乙酯

用适量乙醇溶解 和挥发油 并加注射用水至 精滤

至澄明 经湿热灭菌后放冷 用无菌操作法分装 即得 ∀

2  质量标准

2 1  性状

本品为棕黄色的澄明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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