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溶血性试验结果

Ταβ 3  

试管 滴眼液
氯化钠

溶液

的红细胞

混悬液
溶血情况

注射用水

4  讨论

4 1  加替沙星为两性化合物 精氨酸为弱碱性氨基酸 两者

成盐而溶于水 其 为 ∗ 符合眼用制剂的要求 用

精氨酸调节滴眼液的 值 减少了操作上的麻烦 且精氨酸

为人体必需氨基酸 具有多种生理活性作用 舒张血管 !免疫

调节 !修复伤口 !保护细胞与组织等 ≈ 2 还能够舒张眼微循

环血管 调节眼部血管的血流 保护视网膜神经细胞 ≈ ∀本

品配方合理 质量稳定 易于操作 值得推广应用 ∀

4 2  精氨酸因为无紫外吸收 阴性对照液无色谱峰出现 对

加替沙星的测定无干扰 ∀

4 3  在抑菌剂的选择上 羟苯乙酯对含量测定有干扰 而选

用苯扎溴铵作抑菌剂 对主药的含量测定无任何干扰 且苯

扎溴铵也较羟苯乙酯易溶于水 在配制时更易于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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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红霉素和卡介苗素对儿童哮喘的免疫调节作用

盛文彬 卢忠 郑绪阳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杭州

摘要 目的  探讨小剂量红霉素和卡介苗素 ≤ 注射液对哮喘患儿免疫指标的影响 ∀方法  在本院小儿呼吸门诊随访的

儿童哮喘患儿中随机抽出 例 按治疗方法分 ≤ ⁄四组 组患儿予常规疗法 包括吸入皮质激素 !按需使用 Β 受体

激动剂等 组患儿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小剂量红霉素 # # ≤组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卡介苗

素 ≤ 注射液 每周 次 ⁄组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小剂量红霉素和卡介苗素 ≤ 注射液 疗程均为

个月 观察用药前后各组免疫功能的变化 ∀结果  组各项免疫功能的变化不明显 组 ∞ ≤⁄ ≤⁄ 下降 明显增高

Π ≤组 !⁄组血清 明显增高 ∞ ≤⁄ ≤⁄ ≤⁄ 下降 Π 以 ⁄组的变化最显著 Π ∀

结论  小剂量红霉素 !卡介苗素注射液具有改善哮喘患儿免疫功能的作用 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效果更加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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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喘是儿童呼吸系统的常见病 !多发病 并且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 ∀近年国内外对该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进

行大量的研究 ≈ 提示可能存在免疫功能紊乱 ∀为了进一步

了解该病的免疫病理和寻求更好的疗效 对本院 例儿童

哮喘进行分组治疗 对治疗前后的免疫指标进行比较 发现

存在显著差异 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对象

1 1  对象与分组

本项目研究对象为 年 月 ∗ 年 月在本院

小儿呼吸专科门诊就诊的哮喘患儿随机抽出 例 其诊断

均符合全国儿科哮喘协作组制定的诊断标准 ≈ 按治疗方法

分为 ≤ ⁄四组 每组各 例 四组在年龄 !性别及病情

分级上无统计学差异 Π 存在可比性 ∀

1 2  治疗方法与药物提供

组患儿予常规疗法 包括吸入皮质激素 !按需使用 Β

受体激动剂等 组患儿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小剂量红

霉素口服 # # 药物生产商为西安利君制药责

任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组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

加用卡介苗素 ≤ 注射液 每次 一周

次 药物生产商为浙江万马制药责任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组在 组疗法的基础上加用小剂量红霉素和卡介

苗素 ≤ 注射液 疗程均为 个月 观察用药前后各组免

疫功能的变化 ∀

1 3  免疫功能测定

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血清 ∞及 ×细胞亚群

并进行比较 见表 ∀免疫球蛋白用美国 ∞≤ ≤ 2

×∞ 公司的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测定 ×细胞

亚群用美国 ∞≤× ⁄ ≤ ≥ 公司的流式细胞仪检测 ∀

1 4  资料的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用 ξ ? σ表示 两组数据间

比较应用 τ检验 ∀所有数据用 ≥°≥≥ 统计软件处理 ∀

2  结果

2 1  各组哮喘患儿在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的数据变化比较

见表 ∀

表 1  各组哮喘患儿在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的数据变化 ξ ? σ

Ταβ 1  ≤ ∏ ∏ ∏ ξ ? σ

组别 例数
∞

Λ # Λ # Λ #

≤⁄

#

≤⁄

#

≤⁄

≤⁄

组 治疗前 ? ? ? ? ? ?
治疗后 ? ? ? ? ? ?

Π值

组 治疗前 ? ? ? ? ? ?
治疗后 ? ? ? ? ? ?

Π值

≤组 治疗前 ? ? ? ? ? ?
治疗后 ? ? ? ? ? ?

Π值

⁄组 治疗前 ? ? ? ? ? ?
治疗后 ? ? ? ? ? ?

Π值

2 2  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组患儿的上述各项免疫功

能改变不大 Π 说明常规的疗法在改善患儿气道的慢

性炎症的同时对机体内在的免疫功能影响不明显 ∀ 组小

剂量的红霉素明显降低血清 ∞ Π 明显改善血清

的滴度 Π 明显改变 ≤⁄ ≤⁄ 的比值 Π

但对血清 的影响不明显 Π 对 ≤⁄

≤⁄ 的单组的数值影响也不大 Π ∀ ≤组的卡介苗

素对上述各项免疫功能均有明显改变 Π ∀ ⁄组两药

联合运用对上述各项免疫功能的改变更加明显 Π ∀

2 3  不良反应

对各组患儿都进行了肝肾功能的检测 均未发现有明显

的异常 有少数患儿在服用红霉素是有轻微的胃肠道反应

但坚持服用后反应逐渐消失 例患儿在服用红霉素时有一

过性皮疹 未见其他明显的不良反应 ∀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主要与各种因素所致的气道的

慢性变态反应性炎症有关 其中体液免疫方面主要与 ∞介

导的 型变态反应有关 也与 及亚群的异常或缺陷

导致反复呼吸道感染有关 ≈ ∀细胞免疫方面 巨噬细胞是哮

喘气道炎症中重要的炎性细胞 它所分泌的 ×÷ × ƒ2Α

2 在气道炎症中起重要作用 ∀哮喘患儿 ≤⁄ 相对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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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下降 ≤⁄ ≤⁄ 比值升高 2 2 减少 说

明哮喘可能由于 ×≥
数量不足或 × 亢进 通过细胞因子 2

2 2 等的作用使 ∞异常合成增多 导致气道的高反

应 最后诱发支气管哮喘 ≈ ∀卡介苗素是一种较强的非特异

性免疫调节剂 作用如下 ≠ 调节 ×细胞亚群 使 ≤⁄ 细胞

比例下降 ≤⁄ 细胞比例上升 ≤⁄ ≤⁄ 比例下降 激

活单核巨噬细胞系统 明显提高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使 2 产生增多 在激活 ×淋巴细胞同时 使 × 细胞功能

增强 2 和 Χ干扰素产生增多 抑制抗原特异的 ∞产生

≈使血清 增高 增加机体抗感染能力 …稳定气道内的

肥大细胞膜 ≈ 本次研究中的 ≤ !⁄两组使用卡介苗素肌注

个月后患儿的免疫功能均得到明显的改善 ∀

红霉素具有抑制哮喘患者巨噬细胞释放 × ƒ2Α 2 的

作用 还可以明显的降低血管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来调节炎

症反应而起抗哮喘性炎症作用 ∀ ≈ 研究发现 红霉

素具有抑制哮喘患者中性粒细胞产生超氧化物及稳定中性

粒细胞膜的作用 ∀另有学者研究发现 红霉素可降低弥漫性

泛细支气管炎 ⁄° 患者 ƒ中 2 2 水平 并可抑

制 × 细胞活性 促使 ≤⁄ ≤⁄ 比例恢复正常 ≈ 上述结

果均说明了红霉素具有免疫抑制及抗炎作用 ∀

从本次各治疗组患儿的免疫指标变化中 可以看出 常

规治疗对哮喘患儿的免疫紊乱帮助不大 单用小剂量红霉素

和卡介苗素能有效改善患儿的免疫功能 但两药的作用机制

及针对性有所不同 在对两药的不良反应密切的检测下 在

⁄组患儿中进行两药联合治疗 取得了更显著的疗效 而且

并未发现较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 因此 认为在哮喘常规疗

法的基础上加用上述两药 能有效改善患儿的免疫功能 缩

短疗程 提高疗效 ∀另外 红霉素作为一种抗生素长期应用

势必会引起诸多的如耐受性 !细菌耐药 !菌群失调等危险 因

此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基础和临床的研究 寻找更为科学的药

物剂量及疗程 为未来的哮喘治疗提供一个安全有效的免疫

调节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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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苯甲酸凝胶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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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制外用抗真菌药复方苯甲酸凝胶 并对制剂稳定性进行观察 ∀方法  以卡波姆 2 为基质 用常规方法制备

凝胶 ∀结果  制剂稳定性较好 对黏膜无刺激作用 ∀结论  该制剂的制备工艺简单 !检测方便 !制剂稳定 !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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