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二氧化碳分压 并能使红细胞的凝集活性下降 血黏度下

降 促进血循环 改善缺 从而改善肺心心衰 !呼衰症状 光

量子治疗在解决血液流变学及动脉氧合方面 ∀改善微循环

增加多脏器功能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例治疗组病例中

仅 例有头痛 !腹胀 减量后消失 考虑为葛根素的扩脑血量

和外周血管作用 ∀故临床上天保康加光子氧透射液疗治疗

肺心病并心衰 !呼衰 疗效确切 值得推广 ∀

参考文献

≈1 蔡正华 冯彦 葛根素注射液对突发性耳聋患者甲皱微循环的

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 龚剑秋 加用葛根素治疗肺心病 例≈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杂志

≈3 张晓声 自体血紫外线照射再输入的发展≈ 国外医学 输血

及血液学分册

收稿日期 2 2

鱼腥草注射液治疗尿路感染 48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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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路感染是由多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尿道 !膀胱 !输尿

管 !肾孟黏膜和肾间质的炎症 ∀我院采用鱼腥草注射液治疗

单纯性尿路感染 例 并和氧氟沙星作比较 取得良好疗

效 现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1  一般资料

本组资料共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在 ∗ 岁

之间 平均年龄 岁 ∀

1 2  临床表现及诊断方法

全部患者结合临床症状 发热 尿频 尿急 尿痛等 和实

验室检查确诊 ∀尿常规均有改变 其中白细胞

蛋白 红细胞 ∗ 个 ° 血常规白细胞

升高者 例 在 ≅ 之间 ∀上述患者均作清洁中段

尿培养 均阳性 ∀其中大肠杆菌 例 表皮葡萄球菌 例 粪

肠球菌 例 异型枸缘酸杆菌 例 沙雷菌 例 上述患者均

排除有结石 !肿瘤 !畸形等 ∀

1 3  分组及给药方法

将上述患者分成两组 其中 组 共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 组 共 例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

两组患者尿培养结果如表 ∀

  两组患者均嘱休息 多饮开水 补液 ∀其中 组患者用

鱼腥草注射液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 静滴 ∀ 组患者用氧氟沙星针 静

滴 两组患者均连 ∗ 为一疗程 治疗期间 不同时使

用其它抗生素 ∀

1 4  疗效判断标准

临床疗效按卫生部颁布的 / 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0分痊愈 !显效 !进步和无效 ∀痊愈 症状 !体征 !实验室检

查及病原学检查均恢复正常 ∀显效 病情有所好转 以上四

项中有一项未完全恢复正常 ∀进步 病情有所好转 但达不

到显效标准 ∀无效 用药 后病情无改善或加重 ∀痊愈和

显效合计为有效 据此计算有效率 ∀

1 5  结果

组 例中 痊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率 ∀

组 例中 痊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率 ∀两组有效率

无明显差异 ∀ ! 两组细菌清除率比较如表 ∀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培养结果

Ταβ 1  × ∏ ∏ ∏ ∏ ∏

组 组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大肠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

粪肠球菌

异型枸橼酸杆菌

沙雷菌

2  讨论

2 1  尿路感染是由多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尿道 !膀胱 !输尿

管 !肾孟黏膜和或肾间质的炎症 ∀分单纯性尿路感染和复杂

性尿路感染 ∀本组患者均为排除易患因素后的单纯性尿路

感染 ∀致病因素以大肠杆菌为主 ∀

2 2  鱼腥草注射液系以三白草科植物蕺菜根的全草为原

料 ∀每 注射液含生药 ∀其主要成分为癸酰乙醛 !

月桂醛等挥发油 ∀具清热解毒 !抗菌消炎的作用 且能增强

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增强白介素的浓度 提高机体的免疫

力 ∀对大肠杆菌 !变形杆菌及葡萄球菌均有较强的杀伤作

用 ∀本病例 组 例尿路感染患者 用鱼腥草注射液治疗

总有效率达到 ∀和氧氟沙星组对比 有效率无明显差

异 ∀该注射液吸收快 !药物有效浓度高 !疗效显著 !但无氧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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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常见的恶心 !呕吐等不适 值得临床推广 ∀

编者的话 中药注射剂要注意观察临床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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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普生混悬液的制备和疗效观察

蒋国军 戚爱群 杭州市萧山医院 浙江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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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萘普生 ¬ 是非甾体类抗炎药 具有抗炎 !解热 !

镇痛作用 口服吸收迅速完全 次给药 ∗ 血浆药物浓度

达峰值 × 为 ∗ 约 自尿中以原形及代谢物排出 ∀

目前应用剂型有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栓剂等 ∀为便于儿童

用药 我们研制了萘普生混悬液 同时观察了萘普生混悬液

的退热疗效 ∀

1  萘普生混悬液的制备

1 1  处方

萘普生 羧甲基纤维素钠 药用甘油 单糖浆

橙皮酊 羟苯乙酯 尼泊金乙酯 蒸馏

水加至 ∀

1 2  制备

取萘普生置乳钵中研细 再加入甘油 充分润湿 研至极

细 加入已用少量蒸馏水溶胀的羧甲基纤维素钠研磨均匀

逐渐加入单糖浆 !橙皮酊 ! 尼泊金乙酯溶液 混匀 加入蒸

馏水至全量 混和均匀即可 ∀

1 3  制剂为白色混悬液 分装量每瓶 ∀

2  临床疗效观察

2 1  病例选择

发热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萘普生混悬液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给药前体温为 ?

ε 赖氨匹林注射液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给药前体温为 ? ε ∀两组间体温无统

计学差异 Π ∀

2 2  给药方法

萘普生混悬液组采用萘普生混悬液口服 药物用量为

∗ 次 赖氨匹林注射液组采用赖氨匹林注射

液肌注 剂量为 ∗ 次 ∀ 组均于用药 次后观

察疗效 均于用药后 开始测体温 每隔 复测一次

连续观察 用药前及用药后 各查血常规一次 ∀

2 3  结果

2 3 1  2 组降温至 38 ε 以下不同时间降温疗效比较  萘普

生混悬液组起效略慢于赖氨匹林对照组 用药后 体温

下降至 ε 分别为萘普生混悬液组 例 与赖氨匹林注

射液组 例 用药后 体温下降至 ε 分别为萘普

生混悬液组 例 与赖氨匹林注射液组 例

组疗效相似 Π ∀

2 3 2  2 组维持疗效时间比较  萘普生组随访观察 36 例

维持疗效时间为 ? ∗ 赖氨匹林注射液组随

访观察 例 维持疗效时间为 ? ∗ 萘普生

混悬液组维持疗效时间长于赖氨匹林组 经 τ 检验 Π

∀

2 3 3  不良反应  所有病例白细胞均未降至 4 ≅ 以

下 ∀萘普生混悬液组降温同时多伴有少量出汗 未见恶心 !

呕吐及腹泻 仅有 例出现少量皮疹 停药后消退 赖氨匹林

注射液组出汗较多 其中 例出现恶心 !呕吐 ∀

3  小结

3 1  本处方为萘普生混悬液 经过稳定性考察 本品符合中

国药典规定的混悬液要求 ∀

3 2  临床研究表明萘普生混悬液有以下特点 每次采用

∗ 即萘普生 ∗ 退热疗效可靠 萘

普生 × 长 所以维持退热时间长 一般每天用药 次或 次

可维持疗效 不良反应少 因无长期应用 未见胃肠道刺

激症状 对血液未见明显影响及严重过敏反应 仅有 例患

儿用药后出现少量皮疹 停药后即消退 解热作用缓和 无大

量出汗 只需口服 无需注射给药 使用方便 便于家长携

带 ∀由于萘普生主要不良反应是胃肠道不适 偶有胃肠道出

血等症状 但由于该药用于急诊退热 使用时间短 故引起出

血可能性较少 ∀因此 萘普生混悬液不失为儿科退热用药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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