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两组患者疗效的比较 例

Ταβ 3  ≤ ¬

≤⁄⁄°

组  别 类型 ν ≤ ° ≤ °⁄近期稳定率

奥铂组 原发性肝癌

转移性肝癌

顺铂组 原发性肝癌

转移性肝癌

ς . , Π

3  讨论

3 1  奥沙利铂 左旋反式 2二氨基环己烷草酸铂是来自

于二氨基环己烷铂类家族的新的细胞毒性药物 它有与其他

铂类衍生物相似的作用机制 ≈ 但比顺铂具有更广谱的细胞

毒性和体内抗肿瘤作用 在对顺铂耐药时仍有效 ≈ 这可能

是因为奥沙利铂避开了某些铂类的耐药机制有关 特别是错

配修复缺陷和旁路复制机制 ≈ ∀它多用于结 !直肠癌的化

疗 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疗效肯定 ≈ ∀其有轻微的血液毒性

可克服的胃肠道毒性 可逆的神经毒性 无肾毒性 ≈ ∀

3 2  本组研究统计结果表明 采用奥铂方案介入治疗肝癌

对肝功能有一定影响 治疗后 周内患者 ×和总胆红素值

明显升高 但与顺铂方案比较无明显差异 考虑为化疗药物

和肝动脉栓塞联合作用损伤肝细胞所致 ≈ ∀所以对肝功能

严重不良的患者应避免采用该方案 以防加重肝脏损害 导

致肝功能衰竭 ∀但治疗一月后 患者肝功能基本恢复至治疗

前水平 可再做第二次介入治疗 ∀统计结果表明 该方案对

肾功能无影响 而顺铂方案对肾功能有一定影响 ≈ 与奥铂

方案对照和治疗前比较 其治疗后血肌酐值明显升高 所以

对肾功能不良的患者 建议采用奥铂方案 ∀统计结果表明奥

铂方案对血液系统有一定影响 治疗后 周内患者白细胞数

明显升高 一月后恢复到治疗前水平 与顺铂方案对照无明

显差异 ∀考虑为肝动脉化疗栓塞后 肝肿瘤组织和部分肝组

织坏死所致 不应误诊为感染性病变 ∀其对红细胞和血小板

无明显影响 ∀肝癌介入治疗有效的改变多表现为病灶长期

维持稳定 即病灶无明显增大和无新病灶出现 而非病灶的

缩小和消失 ∀统计表明 该方案对部分肝癌患者有一定治疗

效果 治疗后患者的病灶在一定时期内可维持稳定 与顺铂

方案对照无明显差异 ∀治疗一月后 患者的总胆红素值下

降 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 考虑为肿瘤组织坏死萎陷

减轻了对肝内胆管的压迫阻塞和对肝细胞的浸润损害所致 ∀

但因观察时间较短 因此 目前尚无法全面评价其疗效 如每

一病例病灶维持稳定的时间 患者的生存期和 年生存率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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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培南占总量的 年间增长了 倍 帕尼培南增长 倍 美罗培南 倍 ∀结论  长江流域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的用量快速 !稳定增长 值得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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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一类非典型的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

化学结构与 2氨基青霉烷酸相似 其 位硫被碳取代 且

位具有双键 成为 2碳青霉 2 2烯 2 2羧酸 连接侧链得到一系

列药物 ∀目前已上市的有亚胺培南 !帕尼培南 !美罗培南 ∀

完整的 Β2内酰胺环是保持抗菌活性必不可少的 侧链的修饰

主要与对肾脏脱氢酶 ⁄ °2 稳定性 !对 Β2内酰胺酶敏

感性及抗菌活性等特征有关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系目前 Β2

内酰胺类中抗菌谱最广 尤其对绿脓杆菌作用显著 且与其

他 Β2内酰胺类没有交叉耐药 可快速渗透通过革兰阴性菌的

孔蛋白 2⁄ 这一独特通道 此为不与其他 Β2内酰胺类

交叉耐药的部分原因 与 ° °2 紧密结合而产生极强的抗菌

活性 ∀本类药物适用于多重耐药菌和产酶菌所致的严重革

兰阴性菌感染 也是治疗重症感染 !多种细菌混合感染及免

疫缺陷者感染的一线药物 ≈ ∀笔者统计了 ∗ 年长

江流域 个城市入网医院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药物的消耗

数据 分析其临床使用状况 为正确引导本类药物恰当使用

提供依据 ∀

1  资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由上海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提供的长江流

域医院用药信息网数据库 ∀统计了长江流域 大城市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的规格 !数量 !价格 !金额等 ∀

1 2  分析方法

金额分析法 ∀

2  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见表 和表 ∀

表 1  长江流域 城市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应用数据 单位 万元

Ταβ 1  ⁄ ∏ ¬

年  份 上 海 杭 州 南 京 武 汉 成 都 重 庆 合 计

表 2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药物消耗金额明细 单位 万元

Ταβ 2  × ∏

药  名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

帕尼培南

2 1  药品消耗分析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长江流域的消耗 年间分别增长

和 ∀平均增长率 ∀消耗的数

量几乎都是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 泰能 的量 美罗培南在

年以后明显上升 帕尼培南 倍他米隆 克倍宁 的量仍

然较少 ∀上海地区用量最大 占总消耗量的份额每年分别为

和 杭州地区次之分别为

和 其他城市相对较少 都

在 以下 ∀ 个城市每年增长率 上海为

和 杭州为 和 南京

为 和 武汉为

和 成都为 和 重庆为

和 ∀ 年增长幅度上海为 倍 !

杭州约 倍 !南京为 倍 !武汉为 倍 !成都为 倍 !

重庆为 倍 ∀可见本类药物的消耗增长速度快速 !稳定 但

个城市间的消耗数量非常不平衡 ∀这可能与不同城市接受

新药信息的快慢程度及当地的药品消耗水平有关 也与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分布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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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胺培南 商品名泰能 默沙东制药公司开

发 ∀本品是第一个碳青霉烯类药物 是目前临床中评价最好

的抗菌药物之一 ∀亚胺培南为硫霉素的脒基衍生物 抗菌谱

极广 抗菌活性甚强 与等量肾脱氢酶抑制剂西司他丁合用

可阻断本品在肾脏的代谢和增加泌尿道中原型药物浓度 并

消除其单用可能产生的肾毒性 能为人体很好的耐受 ∀本品

对多种 Β2内酰胺酶稳定 而且对某些 Β2内酰胺酶也是有效

的抑制剂 ∀碳青霉烯类是临床上治疗严重混合型感染的首

选抗菌素 ∀泰能每年消耗的增长率分别为上海

杭州 南京

武汉

成都 重庆

∀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别抗生素 体

现了该药的临床地位 ∀

帕尼培南 为日本三共公司开发的产品 帕

尼培南与倍他米隆按 Β配制的制剂 商品名为克倍宁 ∀本

品的抗菌谱广 对革兰阳性和阴性菌 !需氧菌和厌氧菌皆有

强大抗菌活性 对金葡菌优于亚胺培南 对绿脓杆菌逊于亚

胺培南 ∀本品对各种 Β2内酰胺酶稳定 ∀倍他米隆既无抗菌

活性 也无抑制肾脱氢酶作用 但可减少帕尼培南在肾组织

中的积聚 减少帕尼培南的肾毒性 ∀临床有效率和细菌学效

果皆在 以上 且对青霉素 !头孢菌素 !氨基糖苷类治疗无

效者的有效率也超过 ∀本品近年才上市 年南京

最早应用 年上海 !南京 !成都和重庆有少量消耗 杭州 !

武汉没有消耗数据 ∀ ∗ 年 除成都无消耗数据外

个城市均有应用 用量仍少 且波动幅度较大 ∀上海每年增

长率为 杭州 南京

武汉 重庆 ∀但增长趋势显著 其

年增长幅度为 倍 ∀

美罗培南 美平 倍能 海正美特 由日本住友

制药公司开发 ∀本品对人类肾脱氢肽酶 2 稳定 因而不需

与酶抑制剂合用 ∀本品抗菌谱甚广 抗菌活性也极强 ∀能迅

速渗逶到靶位 主要是 ° °和 ° °结合紧密 ∀对大多数 Β

内酰胺酶包括超广谱酶稳定 ∀对葡萄球菌和肠球菌的抗菌

作用较亚胺培南稍弱 但 ≥ 和屎肠球菌对本品耐药 ∀不

良反应是碳青霉烯类中发生率最低的 ∀ 年上海和武汉

开始少量应用 年以后 城市都有使用 ∀其增长率为上

海 杭州 南京 成都

武汉 重庆 ∀长江流域

医药经济信息网数据显示 美罗培南是唯一有国产药用于临

床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年以前上海 !杭州和南京用进

口产品为主 武汉和成都用国产为主 ∀ 年以后除南京消

耗进口药为主以外 其他 大城市的消耗量国产药已超过了

进口药 而且国产品种的消耗增长较快 ∀ 年国产药已占

本品用量的 ∀反映出国内生产厂商产品质量和营销水

平的提高 ∀美罗培南的用量明显大于帕尼培南 ∀ 年增长幅

度为 倍 ∀

2 2  本类药物消耗快速增长原因分析

长江流域医院用药信息网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 抗生素

的消耗金额占药品总消耗金额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尤其是第

二 !三代头孢菌素的用量无增有减 而碳青霉烯类的消耗增

长非常快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 耐药菌的扩散和耐

药程度的加深 抗菌药物应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 细菌对抗

菌药物的耐药随之发生 ∀获得性耐药或质粒介导的耐药发

生及传播与抗菌药物应用的选择性有关 ∀目前 细菌耐药已

成为全球性问题 我国由于抗菌药物的滥用 细菌耐药更为

严重 ∀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组的研究显示 阴沟杆菌对头孢他

啶 !头孢塞肟和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分别为

和 ∀肺炎雷伯杆菌对它们的耐药率分别为

和 ≈ ∀近年又发现了新的超广谱 Β2内酰胺酶

∞¬ ≥ ∏ Β2 ∞≥ 它们不仅能灭活三

代头孢菌素和单环类抗生素 对四代头孢菌素 !头霉素类也

有灭活作用 甚至还发现了质粒介导的碳青霉烯酶可水解灭

活亚胺培南 ∀因此 耐药菌的快速传播 尤其是三代头孢耐

药的加重 使得临床医生在治疗严重感染时 往往选择 /王

牌 0抗生素 2碳青霉烯类 尤其是亚胺培南 其独特的羟基侧

链构型使得它对绝大部分使青霉素和头孢菌素 包括超广谱

头孢菌素 失活的 Β2内酰胺酶稳定 对院内外感染病菌 显

示持续的杀菌能力 ∀ 降阶梯治疗的观念逐惭被临床接受

对一些威胁生命的严重感染 而无法即时得到细菌培养及药

敏结果的情况下 医生常面临升级还是降级使用抗生素的问

题 ∀升级使用是抗生素的传统用法 开始用某一类抗生素

如头孢三代 ∀若病情恶化或其后微生物学检查提示 致病菌

对现用抗生素耐药 则选用更广谱的抗生素 如碳青霉烯类 ∀

但临床实践显示这种方案不能提高生存率 ≈ ∀近年来 许多

学者认为 在经验性治疗的开始选用覆盖面广的广谱抗生

素 对抡救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一旦明确了致病菌 且有了药

敏结果 可有针对性地换用窄谱抗生素 ∀这种观念越来越被

≤ 医生所接受 ∀ ≈ 独特的抗菌特性 结构活性研究表明 与

经典的 Β内酰胺环相比 碳青霉烯类的五员环能优先与青霉

素结合蛋白 2 ° °2 结合 更快地穿透细菌细胞壁 导致细

菌快速死亡 ∀另外 与培南环相连的硫代烷基侧链使碳青霉

烯类对绿脓杆菌有强大的活性 ∀在青霉素和头孢菌素作用

时 仅在革兰阳性菌中显示其抗生素后效应 而碳青霉烯类

在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中均可观察到明显的抗生素后效应 ∀

…生产厂商的宣传 客观上促进了本类药物的推广 ∀

资料显示 近几年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我国的销售每年

增长率为 左右 长江流域 城市的消耗与之相似 ∀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用量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是当前临床的客观需

要 但是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从以往不规范使用抗菌药物中

吸取教训 尽可能做到针对性用药 防止或延缓耐药菌的传

播和扩散 ∀现在已发现了可通过质粒或转座子 !整合子介导

传播的碳青霉烯酶 ≈ 2 尤其是获得性碳青霉烯酶已引起人

们广泛担忧和重视 ≈ 如果它在未来广泛传播 那么碳青霉

烯类将失去作用 ∀因此 临床须强调合理使用这类抗生素

巩固本类药物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中的地位 延长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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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素注射液佐治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疗效观察

崔健 鲍红荣 临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  临安

摘要 目的  观察大蒜素注射液辅助其他药物治疗方案对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疗效变化 ∀方法  将 例患者随机分

成 组 分别给予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大蒜素注射液 !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大蒜素注射液治疗 治疗时间均为 观察其疗效 ∀结果  痊愈率分别为

有效率分别为 ≤组比较 组 ⁄组比较 组 痊愈率有提高 而总有效率不确

定 ∀结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常规抗菌药物治疗方案中合用大蒜素注射液能提高疗效 但需要有更大的样本数予

以确认 ∀

关键词 大蒜素注射液 社区获得性肺炎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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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老年人免疫力降低 社区获得性肺炎 ≤ ° 是一种常见

病 !多发病 抗菌治疗作为常规治疗手段之一 必不可少 但

长期应用抗菌素既易产生耐药性 又可导致二重感染 ∀我们

在原来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大蒜素注射液佐治 取得了

较为满意效果 现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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