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4 2  购药金额排序  从表中可知 购药金额排序前 位

的药物 年来 头孢菌素类始终保持在 ∗ 种 其他 Β2内

酰胺类使用种类逐年上升 年曾达到 种 青霉素类 氨

基糖苷类和喹诺酮类均有 ∗ 种上榜 基本涵盖了主要抗

生素类别 ∀其中头孢菌素类的发展是非常瞩目的 它是

年代以来国内发展最快的一类抗生素 为繁殖期杀菌药 具

有抗菌谱广 杀菌力强 对 Β2内酰胺酶稳定 临床疗效好 对

孕产妇相对安全的特点 在世界药品市场中 位居各类药物

之首 ∀我院使用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头孢呋辛钠 购药金额五年来始终保持在前 位 年以

后跃居第一位 ∀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中的阿米卡星 虽然前三年一直使用

频度比较高 但是总购药金额排位相对靠后 近两年更是退

出了前 位 ∀相反依替米星 五年来一直处在前五的位置

两年只是排在了头孢呋辛钠之后 位居第二 ∀

其他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的使用金额在不断的增长 也说

明了临床感染性疾病中细菌的耐药性在增加 使用一般的抗

生素已不能达到预期疗效 ∀但由于这类抗生素易诱导细菌

产生耐药菌株 临床若广泛使用 特别是临床无指征的使用

势必造成耐药菌株的扩散和传递 ∀

3 4 3  ⁄⁄⁄ 排序与购药金额排序的相关性 由表 ∗表

可发现 药品使用频度和消耗金额存在一定差距 使用频度

高的药物 其金额不一定高 而消耗金额高的药物 也不等

于使用频率高 所以 ⁄⁄⁄ 排序和金额排序都只能说明一个

侧面 分析时必须两者结合 ∀

根据药物经济学的方法分析 金额位置序号与 ⁄⁄⁄ 位

置序号的比值 越接近 表明购药金额与用药频度同步性越

好 反之比例越小 说明目前药品的价格偏高 ∀从表 可以

看出 头孢菌素类的金额序号与 ⁄⁄⁄ 序号比大多 说明

这类抗生素中多数种类的价位仍偏高 过多应用将加重患者

的经济负担 ∀但注射用头孢呋辛钠保持连续四年序号比

显示出相当好的同步性 ∀其他 Β2内酰胺类抗生素中目前只

有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序号比 同时 ⁄⁄⁄ 排位也相对靠

前 表现了很好的使用前景 ∀喹诺酮类药物中左氧氟沙星的

序号比 年为 从 年以后就保持在 显示出此

种药物目前价格在下降 与此同时应用在逐年增加 ∀

青霉素类抗生素中青霉素 与氨苄青霉素的序号比相

对较大 特别是青霉素 五年来 序号比一直保持在 以

上 表明青霉素 确实是价廉物美 ∀但是西林类抗生素 序

号比 表明价格过高 ∀

由上分析可得 我院住院部注射用抗生素的使用主要包

括头孢菌素类 !氨基糖苷类 !其他 Β2内酰胺类 !喹诺酮类以及

青霉素类 这与妇产科的用药特点基本吻合 抗生素的使用

总体上说较为合理 ∀但是目前高档的抗生素不断出现 因此

我们对抗生素的使用应加大监管力度 临床医生必须遵循抗

生素的使用原则 熟练掌握抗生素的使用指征 减少或避免

经验性地使用抗生素 ≈ 使我院抗生素的使用更安全 !有效 !

合理 !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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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炎含片治疗急性咽炎 例临床疗效观察

袁耀辉 邢台市第三医院 河北 邢台

摘要 目的  观察咽炎含片治疗急性咽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方法 ∀治疗组 例 给予咽

炎含片 一次 片 一日 次 含服 ∀对照组 例 给予双黄连颗粒一次 包 一日 次 冲服 ∀疗程均为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愈显率及有效率分别为 和 经统计学处理 两组的愈显率有显著性差异

Π 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咽炎含片治疗急性咽炎在改善咽部症状和体征方面优于双黄连颗粒 ∀

关键词 急性咽炎 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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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咽炎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见多发病 笔者应用咽炎含

片治疗急性咽炎 例 并与口服双黄连颗粒治疗 例作

为对照 取得很好疗效 现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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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诊断标准

≠临床症状 咽部干痒 灼热感 渐有疼痛 吞咽时加重

咽侧索受累时可发生剧烈的放射性耳痛 可伴全身症状 如

寒战 !高热 !全身不适 !头痛 !食欲不振 !口渴等 ∀ 咽部检

查 咽部黏膜急性弥漫性充血 悬雍垂 !软腭水肿 ∀咽后壁淋

巴滤泡及侧索淋巴红肿 可见点状黏稠分泌物附着 ∀下颌淋

巴结肿大 ∀舌红 苔薄白或薄黄 ∀

1 2  一般资料

经门诊检查确诊且符合诊断标准的急性咽炎患者

例 随机分成两组 治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例中 男

例 女 例 ∀其中 ∗ 岁者 例 ∗ 岁者

例 ∗ 岁者 例 大于 岁者 例 ∀病程最长 最

短 ∀对照组 例中 男 例 女 例 ∀其中 ∗ 岁

者 例 ∗ 岁者 例 ∗ 岁者 例 大于 岁者

例 ∀病程最长者 最短者 ∀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

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Π 具有可比性 ∀

1 3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咽炎含片 河北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 批号 一次 片 一日 次 含服 ∀对照组给予

双黄连颗粒 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生产 批号 一次

包 一日 次 冲服 ∀以上两组疗程均为 ∀各主要

症状及体征分级和评分标准见表 ∀

表 1  病情轻重分级表

Ταβ 1  ≤

症状 轻度 中度 重度

咽痛 轻度咽痛 咽痛较重 咽痛剧烈

咽干 !灼热 咽干 不思饮水
咽干得饮缓解

灼热感较轻

咽干思饮 得饮

而不解 灼热感

重

体温 ε ∗ ε ε

咽部检查 咽部黏膜鲜红
咽后壁淋巴滤泡

咽侧索红肿

局部有黄白色分

泌物 悬雍垂及

软腭充血 !红肿

全身症状
四肢酸痛轻微或

无力
全身酸痛 !乏力

全身酸痛 !乏力
明显

  主要症状 咽喉干燥 !咽部灼热 !咽痛 !吞咽痛 !全身乏

力 ∀主要体征 发热 !咽部黏膜充血 !红肿 ∀均分轻 !中 !重

三级 分别评为 分 ! 分 ! 分 无症状或体征消失评为

分 ∀观察记录分别记为 ! ! ! ∀

1 4  疗效判断标准 ≈

≠痊愈 体温恢复正常 咽痛消失 咽部充血及水肿恢复

正常 ∀ 显效 体温恢复正常 咽痛消失 咽部充血及水肿基

本消失 ∀ ≈ 有效 体温基本恢复正常 咽痛症状减轻 咽部

充血及水肿较前好转 但未完全消失 咽后壁有散在淋巴滤

泡或无增生 ∀ …无效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无变化 ∀

1 5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 ξ ? σ表示 ,两组间比较用 τ检验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

例病例都进行了 治疗 疗效比较见表 ∗ ∀

表 2  两组治疗后总疗效比较

Ταβ 2  ≤ ∏ ∏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愈显率 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两组治疗后总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

表 3  两组治疗中体温恢复正常时间比较表

Ταβ 3  ⁄∏ ∏ √

组别 例数 [ [ [ [ [ 合计

治疗组

对照组

注 与对照组比较 Π 两组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无显著

性差异 ∀

表 4  两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和体征积分比较

Ταβ 4  ≥ ∏

症状与

体征

治疗前积分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后积分

治疗组 对照组

咽部疼痛 ? ? ? ?

咽部检查 ? ? ? ?

咽干灼热 ? ? ? ?

注 治疗前两组比较 Π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两组治疗前后比

较 Π 有显著性差别 治疗后两组比较 Π 有显著性差

异 ∀提示治疗组较对照组具有明显改善咽部症状与体征的效果 ∀

表 5  两组治疗前后末梢血白细胞分类比较

Ταβ 5  ∏ ∏

组别 例数 白细胞分类 治疗前 治疗后 Π值

治疗组 ? ?

≠ ? ?

对照组 ? ?

≠ ? ?

注 治疗组治疗后周围末梢血白细胞分类计数 ≠ 较治疗前

有显著性差异 Π

2 2  不良反应

两组在用药过程中均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

3  讨论

急性咽炎是咽部黏膜 !黏膜下组织和淋巴组织的急性炎

症 常是呼吸道感染的一部分 病因常为病毒及细菌感染等

因素引起 ∀尤以秋冬和冬春交界多发 ∀西医治疗主要是局

部或全身应用抗病毒或 及抗生素类药物 ∀但在中医学上急

性咽炎属 /喉痹 0范畴 多因风热搏结咽喉所致 ∀据其病机治

宜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 !杀菌退热 !养阴利咽 ∀

/咽炎含片 0主含金银花 !射干 !菊花 !野菊花 !麦冬 !天

冬 !黄芩 !橘梗 !甘草等多味中药 ∀其中金银花 !射干 !菊花 !

野菊花清热解毒 黄芩清热燥湿 麦冬 !天冬养阴润燥生津 ∀

诸药配合 共奏清热解毒 !轻宣透邪 !养阴生津 !润燥利咽之

效 ∀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和动物实验证实 金银花 !黄芩具有

广谱抗菌作用及较强的抗呼吸道合胞病毒及抗流感病毒作

用 另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 !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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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等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

通过临床使用发现 咽炎含片确有清热解毒 !消炎止痛

作用 尤其用于治疗急性咽炎 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上述

对比观察发现 咽炎含片治疗急性咽炎的临床疗效与对照组

双黄连颗粒基本上一致 但在消除急性咽部症状和体征方

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同时 两组患者安全性检测指标治疗

前后均正常 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此外 咽炎含片的局

部用药能较长时间作用于疾病所在部位 使药直达病所 最

大限度发挥疗效 亦消除了部分患者因胃肠疾病不宜用中西

药口服之弊 ∀本药味甜 !气清香 !口感好 使用方便 简便易

行 适用于各年龄段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咽炎含片是治疗

急性咽炎安全且有效的新的中成药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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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塞露解决行动障碍老年功能性便秘探讨

许天寿 乐燕 伊犁州新华医院药剂科 新疆 伊宁 伊犁州伊宁卫校医院 新疆 伊宁

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行动障碍致功能性便秘的最佳解决办法 ∀方法  将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入选的 例老

年患者随机分成 组 分别采用 组 肛用开塞露 ∀ 组 口服导泻剂 ∀ ≤组 手工掏便法 ∀比较三组患者成功率 !有效率 !不

适反应发生率 ∀结果  组 采用口服吗叮啉片 × 肛用开塞露法操作安全 !简单易行 !效果满意 有统计学意义 ∀

结论  肛用开塞露为解决老年功能性便秘的首选方法 ∀功能性便秘是高龄老人 !慢性病老人及行动障碍的老人 普遍存在的

问题 ∀我院经临床试验 找到了一种安全 !有效 !易行的解决办法 ∀

关键词 功能性便秘 开塞露 不适反应发生率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设计

采用随机抽样法将入选 人平均分 组 每组 人

按年龄 !性别 !病因分 ! !≤三组 组 改变饮食习惯后 采

用肛用开塞露 ∀ 组 采用口服导泻剂 ∀ ≤组 采用人工掏便

法 ∀试验在伊宁卫校医院 ∀

1 2  试验对象

1 2 1  入选标准  年龄 至 岁 性别不限 均为各种疾

病致行动障碍者 功能性便秘时间半年至十年 ∀

1 2 2  排除标准  有结肠肿瘤者 !伴有严重心 !肺 !肝 !肾功

能不全者 !合并精神疾病者 ∀

1 2 3  观察例数  共计 例 组 人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岁 其中植物人 例 脑血管

意外偏瘫者 例 股骨头坏死 例 骨关节病 例 腰椎外

伤性行动障碍 例 ∀ 组 人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岁 植物人 例 脑血管意外偏瘫者

例 股骨头坏死术后 例 骨关节病 例 髋关节外伤后行动

障碍 例 ∀ ≤组 人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

均年龄 岁 植物人 例 脑血管意外偏瘫者 例 股骨头

坏死 例 骨关节病 例 股骨头骨折后行动障碍 例 ∀

1 3  观察指标

1 3 1  治疗后排便时间  由护理员记日志 登记于患者日

志表 纪录治疗后的排便时间 ∀

1 3 2  大便性状  分 型 型分离的硬团块 ∀ 型干裂的

香肠状 ∀ 型软的团块 ∀ 型泥沙浆状 ∀

1 3 3  按治疗后能否排便及有无不适分 成功率 ∗

内排出粪便的人数比率 患者无不适症状及直肠出血 ∀有效

率 治疗后 ∗ 排出粪便的人数比率 ∀不适反应发

生率 有明显不适主诉或治疗后直肠出血 !大便带血的人数

比率 ∀

1 4  试验用药

组 改善饮食习惯 增加含粗纤维食物 !水果 !多饮水

在此基础上给予口服吗叮啉片 × 肛用开塞露

∗ ∀ 组 给予口服导泻剂 甘露醇液或液体石蜡

或浓番泻叶水 口服 ∀ ≤组 凡士林膏 ∀

1 5  统计学分析

比较 ! !≤三组成功率 !不适反应发生率是否具有统

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1  老年行动障碍致功能性便秘相关因素分析

2 1 1  饮食习惯的改变 例如植物人 这类患者意识及肢体

功能丧失 长期卧床 摄入完全靠胃管将全流食物经大注射

器打入胃内 几乎不含粗纤维及带渣食物 ∀影响粪便的成形

及排出 ∀第二类 偏瘫等行动障碍患者 多以半流质食及柔

软食物 !细纤维的食物为主 同样影响粪便的成形及排出 ∀

2 1 2  高龄及行动障碍的患者钙流失明显 有研究报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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