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意的治疗效果 安全性良好 ∀

文献报道 ƒ2 对能促进大鼠皮肤切割伤 ≈ !家兔角

膜碱烧伤 ≈ 和不同年龄家兔耳廓缺血性创伤的愈合 并且抑

制疤痕组织形成 ≈ 促进人慢性静脉溃疡愈合 ≈ ∀本研究

证明 ƒ2 涂膜剂对大鼠皮肤深 度烫伤和全层切除后

的皮肤缺损的愈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使新生上皮移行距离

和新生上皮厚度明显增加 其作用强度高于同剂量的 ƒ2

溶液 这可能和涂膜剂基质中壳聚糖的伤口保护作用有关 ∀

本研究使用的涂膜剂含 壳聚糖 它能在伤口表面形成一

层透气 !透水的薄膜 既能保持伤口相对干燥 又能隔离病原

微生物 伤口感染机会降低 同时有资料显示壳聚糖本身也

能促进伤口上皮细胞增殖 并有抑菌和止血作用 ≈ ∀此外

ƒ2 分散在含壳聚糖的基质中 可能有缓释作用 使作用

更持久 ∀因此壳聚糖与生长因子复合用药对创面的愈合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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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氮平与氟西汀合用致癫痫样发作 例

杨颖 周权 江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 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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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氮平为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对阳性和阴性分裂症状都

有效 ∀氟西汀为选择性 2羟色胺再摄取阻滞剂 用于各型抑

郁症 !精神分裂症后抑郁 !强迫症等 ∀临床上常将两药联合

应用 ∀现报道它们联合应用治疗精神分裂症伴强迫症状致

癜痫样发作 例 ∀

患者 男性 岁 因 /反复思考 !情绪低 生活懒散近

年 0在当地精神病院拟 /精神分裂症 0住院 个月 ∀给予 /维思

通 0 /舒必利 0 /氯氮平 0小剂量 具体不详

时 出现癫痫样发作 改用 /甲硫达唑 0 治疗 精神症

状有所改善 但行动变得迟缓 !呆滞 为求进一步治疗 年

月 日来我院住院治疗 脑电图检查未见异常 ∀诊断 /精神

分裂症伴强迫 !锥体外系不良反应 0 ∀重新调整用药 ∀予奥氮

平片剂 ∞ 批号 抗精神病治疗 剂量从 月

日 递增至 月 日 ∀予氟西汀胶囊 ∞

批号 治疗强迫症状 剂量从 月 日 递增

至 月 日 ∀予苯海索片 改善锥体外系不良

反应 月 日停用 ∀予氯硝西泮片改善睡眠 剂量从 月

日 递减至 月 日 ∀于 月 日 时突

然倒地 四肢抽搐 口吐白沫 两眼上翻 呼之不应 呼吸急促 ∀

查体 意识不清 双侧瞳孔扩大 对光反射消失 约

后患者自行苏醒恢复 无大小便失禁 对发作过程完全不能回

忆 ∀请神经内科急会诊 考虑为 /癫痫样发作 0 复习病案用药

史后 考虑与药物相关 ∀即将当晚奥氮平剂量递减至 ∀

月 日氟西汀胶囊剂量减为 加用富马酸喹硫平片抗

精神病治疗 剂量从 递增至 月 日 ∀ 月

日停奥氮平 并复查脑电图 ∀脑电图示临界状态 ∀住院期

间未再出现癫痫样发作 ∀ 月 日出院 周后电话随访 期

间无癫痫样发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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