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用 ∀服用 个月后所有患者全部症状明显改善 总有效率

达到 ∏ 评分下降 血中 ∞ 水平上升 ƒ≥

水平下降 而子宫内膜厚度用药前后无明显改变 ∀ 例患者

在服药期间无恶心 !呕吐等胃肠道症状及乳房胀痛 !不规则

阴道出血现象 ∀可见佳蓉片能有效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各

种症状 无不良反应 给药方便 提高了绝经后妇女的生活质

量 是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理想药物 特别适用于雌激素治

疗无效或禁忌使用雌激素的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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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

徐立 陈刚 吴强晖 马继红 梁爱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医院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观察评价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与头孢拉定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例患者随机分成

组 治疗组 例 用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 ∗ 对照组 例 用头孢拉定 ∗ πο 疗程均为 ∗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和 细菌清除率分别为 和 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分别为 和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Π ∀结论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疗效满意 安

全方便 无显著不良反应 ∀

关键词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 头孢拉定 细菌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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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πο ∏

∗ πο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2

∏ ∏ ∏ × √ ¬ √∏ ∏

∏ ∏ ∏ Π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 ∏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 ¬ √∏ 2

∏ 为阿莫西林 羟氨苄青霉素 与酶抑制剂克拉维酸钾 棒

酸钾 的复合制剂 ∀通过克拉维酸抑制细菌产生的 Β2内酰胺

酶 保护阿莫西林免于被酶破坏而发挥抗菌作用 因而增大

了阿莫西林的抗菌效力 ∀国内外用其治疗临床细菌性感染

已取得良好的疗效 现我院应用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

急性细菌性感染 观察评价其疗效及安全性 并选用第一代

广谱头孢菌素头孢拉定 作对照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病例以门诊 !急诊确诊为急性细菌性感染者为研究对

象 排除严重脏器功能损害者 孕妇 !乳妇及对该类药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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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总共 例入选 治疗前 内患者均未使用过其他抗

菌素 ∀随机分成 组 治疗组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对照组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

1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咀嚼片 山东淄博新达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商品名 艾克儿 每片含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 ∗ πο 对照组用头孢

拉定胶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粒

∗ πο 疗程均为 ∗ ∀

1 3  疗效标准

治疗前 !中 !后分别观察患者体温 !症状 !体征 并进行

血 !尿 !粪常规 肝 !肾功能以及全胸片 !心电图检查 ∀按照卫

生部5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6 分为痊愈 !显效 !进步 !

无效 级评定标准进行临床疗效判断 ∀前 级合计为有效

据此计算临床有效率 ∀

1 4  细菌学检查

治疗前 !中 !后分别进行痰培养 呼吸道感染 !中段尿培

养 泌尿系感染 !粪培养 消化道感染 做细菌种属鉴定 菌

株计数 并采用 2 纸片法检测药敏 计算细菌清除率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分析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 有效率

其中呼吸道感染 例 有效率

泌尿系感染 例 有效率 消化道感染

例 有效率 ∀

头孢拉定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 有效率

其中呼吸道感染 例 有效率 泌尿系感染

例 有效率 消化道感染 例 有效率

∀

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Π 见表

表 1  组临床疗效比较

Ταβ 1  × ∏

病种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头孢拉定对照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呼吸道感染

 急性咽炎
 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急性支气管炎
 肺炎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支气管扩张伴肺部感染
合计

泌尿系感染

 急性膀胱炎
 急性肾盂肾炎
 尿道炎
 慢性肾盂肾炎急性发作
 其他尿路感染
合计

消化道感染

 急性胃肠炎
 菌痢
合计

总计

2 2  细菌学疗效评价

例患者共分离出致病菌 株 其中治疗组 株 细

菌清除率 对照组 株 细菌清除率

∀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Π 未清除致病菌

2 纸片法药敏呈耐药 见表 ∀

表 2  组细菌清除情况比较

Ταβ 2  ×

∏

致病菌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组

菌株数 清除株数 未清除数
细菌清除率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化脓性链球菌

粪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致病菌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组

菌株数 清除株数 未清除数
细菌清除率

大肠杆菌

奇异变形杆菌

克雷伯菌属

志贺氏菌属

流感嗜血杆菌

淋球菌

痢疾杆菌

其他菌属

合 计

致病菌
头孢拉定对照组

菌株数 清除株数 未清除数
细菌清除率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化脓性链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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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
头孢拉定对照组

菌株数 清除株数 未清除数
细菌清除率

粪链球菌

肺炎链球菌

大肠杆菌

奇异变形杆菌

克雷伯菌属

志贺氏菌属

流感嗜血杆菌

淋球菌

痢疾杆菌

其他菌属

合 计

2 3  不良反应

治疗组不良反应 例 轻度恶心 例 腹泻 例 ≥× 和

× 轻度升高 例 对照组不良反应亦 例 轻度恶心

例 皮疹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和 组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Π ∀上述不良反应均轻微 !短暂

呈一过性 对症处理后好转 不影响疗程完成 ∀

3  讨论

细菌性感染是常见的多发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 阿莫西

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急性细菌性感染 临床总有效率达

细菌清除率为 不良反应发生率 与文献

报道相仿 ∀以头孢拉定作对照 同样疗效满意 经济方便 不

良反应少 值得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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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在骨科围手术期用药与手术后常规用药对预防术后感染的疗效

比较

许玉珍 浙江省青春医院药剂科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探讨骨科围手术期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有效防止术后感染 ∀方法  围手术期用药组 ° 组 术前 静注或术

前 肌注 手术超过 ∗ 追加 次 术后用药 [ ∀术后常规用药组 对照组 抗生素术后肌注或静滴 用药时间 ∗

∀结果  ° 组 例中出现术后感染 例 无一例发生不良反应 其中 例无菌手术中 无一例出现术后感

染 ∀对照组 例 出现术后感染 例 其中 例为无菌手术后感染 例切口感染同时伴有二重霉菌感染 ∀结论

 围手术期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疗效最佳 不良反应小 是预防骨科术后感染的有效措施 ∀

关键词 骨科围手术期 抗生素 预防术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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