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  治疗组见腹胀 1 例 食欲减退 例 未见肝功能损害 !

横纹肌溶解等不良反应 ∀

3  讨论

糖尿病肾病引发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已成为危害糖尿

病患者生命的重要原因 糖尿病肾病是一类以进行性肾纤维

化为特征的肾脏疾病 其主要原因为细胞外基质 ∞≤ 成分

的积聚 它的发生由多种生化异常及微循环障碍共同参与

并与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有关≈ 血脂异常和糖尿病肾

病病情发展有密切关系 包括血脂对微循环 !系膜细胞增殖

及基质等方面的影响≈ ∀辛伐他汀是甲基羟戊二酰辅酶

2≤ 还原酶抑制剂 文献报道它能减少白蛋白尿和

肾小球损害≈ 一方面它能有效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

白水平 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 改善由脂质代谢紊乱引起

的肾脏损害 另一方面 它还能通过非降脂作用直接保护肾

脏 国内外文献报道他汀类药物可抑制多种生长因子刺激导

致的系膜细胞增殖和炎症反应 可抑制细胞外基质 !血管平

滑肌细胞及肾间质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笔者经临床治疗

观察发现辛伐他汀能减少糖尿病肾病微量白蛋白尿 与文献

报道一致 且不良反应少 ∀因此 辛伐他汀可试用于早期糖

尿病肾病的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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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硝唑与甲硝唑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的成本2效果分析

汤永玖 朱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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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奥硝唑与甲硝唑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的疗效 !不良反应及成本2效果 ∀方法  将 例细菌性

阴道病及 例滴虫性阴道炎患者随机分成 组 分别口服奥硝唑 和甲硝唑 对奥硝唑与甲硝唑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及

滴虫性阴道炎的疗效 !不良反应并运用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法及成本进行评价 ∀结果  奥硝唑与甲硝唑治疗细菌性阴

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总有效率基本相同 分别为 和 Π 和 Π 不良反应发生

率分别为 Π 成本2效果比分别为 和 和 Π ∀结论  奥硝唑与甲硝唑均能

有效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 ∀甲硝唑成本2效果比优于奥硝唑 ∀但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奥硝唑有显著性差异 ∀

关键词 奥硝唑 甲硝唑 细菌性阴道病 滴虫性阴道炎 成本2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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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

  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是妇科常见病 给广大妇

女带来身心的痛苦 ∀临床常用甲硝唑 !替硝唑等药物治疗

奥硝唑是继甲硝唑 !替硝唑之后的第三代新型硝基咪唑类衍

生物 作为一种较新的抗厌氧菌及抗滴虫药物应用于临床 ∀

本实验比较了两种药物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

的疗效 不良反应并运用药物经济学的成本2效果分析法进

行评价≈ ∀旨在为临床选择安全 !有效和经济的治疗方案提

供参考 ∀

1  资料和方法

从 年 月至 日 我院使用奥硝唑治疗细菌性阴

道病及滴虫性阴道炎 例 组 常规使用甲硝唑治疗

例 组 ∀

1 1  病例选择

选择 岁以上已婚或未婚有性生活史者 除外妊娠及

哺乳 在一周内未使用抗厌氧菌及抗滴虫药物 有典型的临

床症状 阴道分泌物检验确诊细菌性阴道病或滴虫性阴道炎

者 ∀

1 2  诊断标准

细菌性阴道病 匀质 !稀薄的阴道分泌物 阴道 °

胺臭味试验阳性 线索细胞 ∏ 阳性 ∀滴虫性阴道

炎 外阴瘙痒 !白带增多 !阴道壁充血 !阴道分泌物加生理盐

水后在低位显微镜下找到滴虫 ∀

1 3  给药方法

组 奥硝唑 规格 片 潇然 西安博华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口服 每次 一疗程 在疗程结束后

∗ 复诊 ∀甲硝唑 规格 片 湖北华中制药厂 口服

每次 一疗程 疗程结束后 ∗ 复诊 ∀

1 4  疗效观察

患者的自觉症状 白带色及气味的改变 阴道充血程度

的改善 白带检验 在服药治疗期间有无不良反应 例如恶

心 !呕吐 !头晕等 ∀

1 5  疗效判定

痊愈 自觉症状消失 白带检验结果阴性 好转 自觉症

状明显好转 阴道充血症状明显好转 白带检验未转阴性 无

效 所有症状 !体证均无改善 白带检验结果阳性 ∀在统计疗

效时 痊愈和好转合计为有效 ∀

1 6  成本的确定

成本是指用某一特定方法或药物治疗所消耗的资源价

值用货币单位表示≈ ∀药物经济学的成本不仅指药品价格

还包括治疗费用 !检测费用等 ∀所有费用均按 年 月

的价格计算 ∀

成本主要有 检验成本 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期间所

做检查的费用 药物成本 患者治疗所需的药品费用

其他费用 因均为门诊治疗 故患者误工费等均可为零

总成本 总成本等于各成本之和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两组对细菌性阴道病疗效比较详见表 对滴虫性阴道

炎疗效比较详见表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Ταβ 1  × √ 2

∏

组别 病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组

组

6  Π

表 2  疗效比较

Ταβ 2  × √ 2

∏

组别 病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组

组

6  Π

2 2  成本2效果分析

两组治疗方案的成本见表 ∀成本2效果分析详见表 ∀

表 3  两组治疗方案的成本 单位 元

Ταβ 3  × ∏ ∏

组别 病例数 药品价格 药物成本 检查成本 总成本

组

组

表 4  两组治疗方案的成本效果分析 单位 元

Ταβ 4  × ∏ ∏

组别 病例数
成本

≤ 元
效果 ∞ 成本2效果比 ≤ ∞

组

组

Π

2 3  不良反应分析详见表 5

表 5  两组不良反应分析

Ταβ 5  × √ ∏

组别 病例数 恶心胃不适 头晕 不良反应率

组

组

6 Π

3  讨论

滴虫性阴道炎是妇科最常见的疾病 细菌性阴道病近年

来发病率较高 而且可形成盆腔炎甚至造成不孕不育 这两

种疾病已引起广大妇产科医生的重视 ∀甲硝唑作为一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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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治疗这两种疾病的药物 由于个别患者服用过程中因为胃

肠道反应而不能坚持 ∀奥硝唑是硝基咪唑类的衍生物 作用

于厌氧菌 !滴虫等微生物细胞 ⁄ 使其螺旋结构断裂或阻

断其转录复制 而致其死亡 ∀它们口服经胃肠道吸收 广泛

分布于全身各组织和体液中 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从本研究

的治疗效果上看 应用奥硝唑和甲硝唑的总有率基本相似

Π ∀

由表 成本2效果比值可见 组治疗方案中成本小 Π

二组成本2效果比有显著性差异 ∀即在多种治疗方

案效果相同或接近时 成本最低的为最优方案 ∀可见甲硝唑

组为优 ∀这也符合药物经济学中的最小成本分析法原则≈ ∀

虽然不良反应率奥硝唑组明显低于甲硝唑组 但从成本2效

果分析寻求的治疗方案来看 临床患者的依从性 最合理的

治疗方案仍提倡甲硝唑 ∀

综上所述 给予甲硝唑无论在成本2效果方面还是费用

和安全性方面还是一个较好的治疗细菌性阴道病和滴虫性

阴道炎的方案 与奥硝唑相比 能使患者在得到较好的治疗

效果的同时 只需承受较小的经济负担 比较适合我国目前

的医疗消费水平 ∀

参考文献

≈1 张碧玫 克拉霉素 !阿奇霉素 !左旋氧氟沙星临床应用的药物

经济学分析≈ 中国药事

≈2 孙成春 种口服抗生素治疗慢性淋菌性前列腺炎的成本2效

果分析≈ 中国药房

≈3 谢红光 周宏灏 药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药物流行

病学杂志

收稿日期 2 2

对甲硝唑氯己定洗剂处方的商榷

郭清峰 河北省沧州市药品检验所 河北  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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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硝唑氯己定洗剂收载于5卫生部药品标准6 新药转正

标准 第十五册 ∀该药主要用于细菌性阴道炎 !霉菌性

阴道炎及原虫性阴道炎 ∀在某单位欲仿制该药时 笔者对该

药/处方0进行了认真思考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有必要

对原处方进行改进 ∀

1  对处方的改进

1 1  改进处方的组成

醋酸氯己定 ≤ ≤ # ≤   

甲硝唑 ≤

薄荷脑 ≤

丙二醇 ≤

纯化水 适量

全量

1 2  原料来源

醋酸氯己定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锦州制药

一厂 批号 甲硝唑 武汉诺佳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武汉制药厂 批号 丙二醇 美国生产 符合

≥°标准 薄荷脑 符合5中国药典6标准 ∀

1 3  改进处方与原处方的不同点

改进处方中 去掉了原处方中的组分 / 聚山梨酯 0 ∀

用醋酸氯己定代替葡萄糖酸氯己定 ∀ 提高了甲硝唑

成分的用量 由 提高到 ∀ 增加了薄荷脑和丙二

醇成分 ∀

2  改进处方样品的体外杀菌实验

按改进处方配制的样品委托河北省卫生防疫站进行消

杀检验 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检验报告 冀卫检 消 字第

号 ∀检验结果 样品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白色念珠菌有非常好的杀灭作用 ∀ 含 组氨酸 !

聚山梨酯 和 卵磷脂的磷酸盐缓冲液可有效地中

和样品对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杀灭作

用 ∀

3  检验标准修订

改进处方样品的检验方法与原药品标准相比 只要将原

药品标准的检验方法略做修改即可 实验证明 薄荷脑与丙

二醇对醋酸氯己定和甲硝唑的含量测定方法没有影响 ∀

3 1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微黄色液体 有薄荷的特殊香气 ∀

3 2  含量测定

3 2 1  醋酸氯己定  精密量取本品 2 置 量瓶

中 依次加 溴化十六烷基三甲铵溶液 溴溶液 ψ

氢氧化钠溶液 加水至刻度 摇匀 放

置 照分光光度法 中国药典 年版二部附录 页

在 的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另精密称取在 ε

干燥至恒重的醋酸氯己定对照品适量加水制成每 中含

的溶液 作为对照溶液 精密量取对照溶液 自

/置 量瓶中0起 依法操作并测定吸收度 计算 即得 ∀

3 2 2  甲硝唑  精密量取本品 2 置 量瓶中 加

水稀释到刻度 摇匀 照分光光度法 中国药典 年版二

部附录 页 在 的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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