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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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考文献

≈1 郑中立 耳鼻喉科学诊断学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

≈2 黄选兆 急性咽炎 耳鼻咽喉科学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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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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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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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卧床患者钙流失是行动正常者的数倍 此类老人 骨质疏

松 !牙齿脱落 !坏损严重 难以咀嚼硬食及粗纤维食物 造成

这类食物摄入减少 易致便秘 ∀

2 1 3  高龄及行动障碍老人 消化系统多存在慢性疾患 如

慢性胃炎 !慢性胆囊炎 !慢性肠炎 全身各脏器逐渐出现衰

退 各类消化酶分泌失衡 普遍老人存在消化功能不良 遇至

油腻食物 !刺激性食物 !冷热食物 !粗纤维多的食物即排便失

常 造成老人只选择柔软 !清淡食物 偏食 加重便秘 ∀

2 1 4  行动障碍的老人长期卧床或坐轮椅 胃肠运动功能

受影响 蠕动减少 粪便在空 !回肠内呈慢传输 粪便在肠内

滞留时间延长 肠壁及周围组织对粪便中的水分吸收时间延

长致粪便干结 嵌顿于直肠部位 排出困难 ∀

2 1 5  老年患者基本存在程度不同的脑动脉硬化症 各种

生理反应渐迟钝 神经体液调节失衡 中枢性排便反射减弱

不能形成按时 !规律性排便的良好习惯 加重便秘 ∀

2 2  试验过程

组 取患者左侧卧位 双下肢屈曲 护理员带乳胶手

套 将开塞露长颈头部剪圆滑 以免划伤肛门 先将开塞露挤

出几滴 涂在肛门四周及肛口 然后缓慢将开塞露长颈插入

肛门内 将内药液全部挤入直肠 每次 ∗ 静卧约

后 将老人放置坐便器上 约 ∗ 即可排出硬团块

状 !干裂的香肠状 软的团块状粪便 ∀ 人中 例植物人无

效 余 人均于 内排出粪便 操作简单易行 !清洁卫

生 成功率 不适反应发生率 ∀

组 给予 甘露醇或液体石蜡或浓番泻叶水

口服 ∗ 内分次排出软团便及泥沙浆样粪便 ∀ 人分

别出现恶性 !食欲下降 !下腹隐痛等不适 成功率 有效率

不适反应发生率 ∀由于排便时间不定 护理员

无法及时协助其排便 造成污染内裤 !被褥 ∀

≤组 采用手工掏便法 ∀护理员先修剪指甲 带乳胶手

套 取患者左侧卧位 双下肢屈曲 腰以下垫橡胶单 用右手

食指将凡士林豪涂在肛周及肛口 然后用手指掏便 人出

现肛门不适 人出现大便带血 人出现直肠出血 例植

物人出现直肠大出血 成功率 有效率 不适反应发

生率 ∀

3  讨论

3 1  本次入选 例患者 平均年龄 岁 男 !女性别无明

显差异 有报道 岁以上年龄者 男性多于女性 我院入选

患者中男性略多于女性 但无统计学意义 ∀

3 2  功能性便秘是常见消化道症状 其肠道运动功能障碍 !

紊乱为其重要因素 我院入选 例患者 经三组试验 组

成功率 有效率 不适反应发生率 除 例植

物人无效 其余患者均效果满意 因其操作简单易行 !无危

险 !清洁卫生 易于老人及护理人员接受 ∀ 组 成功率 有

效率 不适反应发生率 ∀此组因排便时间 !次数

不易掌握 造成护理非常困难 ∀ ≤组 直肠出血率高 出血严

重者需立即手术 如不及时处理可致出血性休克 危险性大 ∀

三组成功率及不适反应发生率经统计学处理 Π 差异

具有显著性意义 ∀

3 3  入选者植物人肛用开塞露法 效果差 考虑为中枢性功

能丧失后 直肠 !肛门括约肌失去生理性反射作用 其通便仍

以手工掏便为主 必须由有经验的护师操作 ∀

3 4  开塞露主要成分山梨醇 !硫酸镁 山梨醇为甘露醇的同

分异构体 为高渗性制剂 山梨醇及硫酸镁口服几乎不被胃

肠吸收 停留于肠道内 使肠内容物渗透压升高 并吸收肠

内 !肠壁及组织中的水分 对肠壁产生机械性刺激 同时作用

于压力感受器反射性增加肠蠕动产生容积性泻下作用 并通

过局部激素的释放 !药物对肠壁的刺激 增强副交感神经功

能 致肠痉挛以导泻 ∀因开塞露肠内不吸收 几乎人体无任

何不良反应 且价格低廉 !药源足 ∀所以肛用开塞露可作为

通便的首选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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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姜红 段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摘要 目的  探讨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方法  对妇产科围手术期使用抗菌药物的必要性 用药适应症及应

用抗菌药物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评述 ∀结果及结论  妇产科围手术期应用抗菌药物应对药物品种的选择 !使用时间及

维持时间等方面进行规范 以获得最佳疗效 ∀

关键词 妇产科 围手术期 抗菌药物 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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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产科手术术后感染极为常见且多发 若控制不好会导

致严重后果 因此 在妇产科围手术期使用抗菌药物是必要

的 ∀然而目前 妇产科围手术期抗菌药物滥用现象较为普

遍 在用药品种的选择 !给药时间以及维持时间等方面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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