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在我院门诊病例年龄在 ∗ 岁 初产妇

例 经产妇 例 ∀大部分患者由 超协诊排除 /宫外孕 0而

确定有胎心 或有原始血管搏动 !胎芽 并伴有下列症状之

一者为先兆流产 如 阴道流血 !轻微下腹疼 !腰酸 !腰痛 !胎

动不安 ∀习惯性流产为连续自然流产 次或以上者 ∀

1 2  方法

例先兆流产者根据收治先后顺序随即分为两组 一

组 例为实验组采用心理疏导 中药孕康口服液空腹一次

两支 !一日三次 连续治疗两周 另一组 例为对照组运用

传统保胎药物 /黄体酮 0注射液 每日一次 连用一周

有阴道出血者加用钙 !维生素 ≤ ! 维生素 ∞并嘱卧床休息 !

禁房事及少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好转标准为腰酸 !腰痛 !下坠

感减轻 阴道无出血 两周后 超诊断胚胎发育良好 ∀

1 3  统计学方法

运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2  结果

组病例有效情况比较见表 ∀

表 1  组病例有效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例数

无效

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

  试 验 组 显 效 率 例 对 照 组 例

Π 无显著差异 ∀

2  讨论

长期临床研究发现 由于孕期母体发生的生理变化 机

体的吸收和循环系统平衡受到影响 导致母体胎力不足 气

血虚损 营养失调 母体和胎儿之间的正常营养传递收到影

响 不能满足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 影响胎儿发育

引发流产 也影响了母体的身体健康 ∀而且 孕早期胎儿正

在发育中 各器官尚未发育健全 功能尚未建立或完善 不能

很好地对药物进行分解 !代谢 因此容易在体内大量蓄积而

致药物中毒 甚至影响器官的发育 有导致畸形的危险 ∀回

音必孕康口服液根据民间应用达六百多年的秘方经科学方

法提取精致而成 是对祖国中医药宝藏的一大挖掘 ∀孕康口

服液中的黄岑 !桑寄生 !益智仁能增强母体免疫力 阿胶有促

进红细胞 !白细胞生长 促进胎儿钙的吸收 增强机体抗细

菌 !病毒的能力 枸杞子 !生地黄具有保肝护肾的功能 菟丝

子 !党参补气益肾 !调节免疫功能 又有止血作用 杜仲 !苎麻

根等为民间可用安胎 !保胎药材 临床多用于胎动不安 !习惯

性流产 !先兆流产 乌梅 !白术等能调节肠胃功能 !健脾开胃 !

增强食欲 !促进消化 !改善孕妇睡眠 ∀从临床效果观察 孕康

口服液的保胎作用与妇产医学界公认的 /黄体酮 0保胎西药

对照 无明显差别 ∀同时中药安全 !无不良反应 降低了应用

西药带来的致畸的风险 又有超声协诊减少了盲目用药 使

孕康口服液的有效率得以提高 ∀ 例孕妇中先兆流产者服

用孕康口服液有效率达 与黄体酮组有效率

统计结果无明显差别且无不良反应发生 ∀有 的孕妇

服后感到精力充足 睡眠较好 腰背酸痛有明显改善 ∀通过

观察认为孕康口服液既有安胎作用又有养胎作用 对治疗各

种类型的流产具有疗效高 !作用快的特点 能提高孕妇免疫

力 增强机体抗病力 是妇产科预防和保胎治疗的首选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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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不合理应用和滥用的危害及防治对策

吴爱祥 李军洁 浙江省鄞州人民医院 浙江 鄞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抗生素在医院中是应用数量最多 使用范围最广的一大

类药物 ∀近年来 国内抗生素滥用现象十分严重 据报道不

合理应用率高达 ∗ ≈ 2 ∀随着科技的发展 抗

生素种类的日益增多 使过去许多致死性的传染病和细菌性

感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了病死率 确为

临床治疗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但由于经济的促使 抗生

素的不合理应用和滥用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如药

物引起的过敏反应 !毒性反应越来越多 正常菌群失调而引

起的二重感染 耐药菌株的增长等 ∀全国普遍存在抗生素不

合理应用和滥用的问题 因此纠正抗生素不合理使用和滥用

现象极为迫切 ∀

1  不合理应用和滥用的危害

抗生素是临床抗感染应用最广泛 !最重要的药物 对临

床治疗疾病起到重要的作用 同时不合理使用和滥用现象也

最为严重 ∀使用抗生素首先要掌握抗生素的抗菌谱 各种抗

生素都有不同的作用特点 因此所选的药物的抗菌谱务必使

其与所感染的微生物相适应 否则就无的放矢 不仅造成浪

费 又延误病情 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也引起严重的药源性危

害 ∀

1 1  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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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反应是机体特别敏感而产生的异常反应 ∀敏感人

群服用或注射某种抗生素会使细胞释放组织胺 ! 2羟色胺等

活性物质 产生的活性物质有不良反应 严重的会引起血管

突然扩张 !血压下降四肢厥冷 !出冷汗口唇发紫 !心跳加速 !

尿量减少 !无尿等过敏性休克症状 甚至死亡 ∀尢以青霉素

类 头孢类引起的过敏反应最为常见 使用时间越长出现过

敏反应的机会越多 ∀尤以皮肤黏膜损害最为严重和常见 ∀

1 2  重要脏器的毒性反应

抗生素可通过直接刺激骨髓造血系统 肾脏 !消化道 !肝

脏等器官 ∀如 氨基糖苷类的链霉素 庆大霉素等对听神经

和肾脏的不同程度的损害 磺胺类对肾脏的不良反应 ∀氯霉

素对骨髓造血系统的影响 严重的可引起再障 ∀

1 3  菌群失调

正常人体内有许多共生菌族 维持正常人体的内环境平

衡 ∀若长时间不合理应用和滥用抗生素会抑制或杀死正常

菌群 引起菌群失调 导致有害菌群大量繁殖 产生新的病变

和病情加重 ∀

1 4  产生耐药性

不合理应用和滥用抗生素增加了抗生素与细菌的接触

机会和时间 使细菌逐渐产生抵抗力 机体再次感染细菌 必

须使用抗生素时 就不得不加大剂量才会产生疗效 ∀耐药菌

株越来越多 抗生素疗效逐渐减退 甚至无效 给以后的治疗

增加难度 ∀因此必须研发新一代抗生素用于临床 研发成本

增加患者负担 成为激发医患矛盾的隐患 ∀

2  不合理应用和滥用抗生素的防治对策

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和滥用在当今的治疗过程中已变

成常规 严格的控制抗生素的应用是治疗疾病和造福人类的

当务之急 ∀

2 1  严格掌握适应症 凡属可用可不用者尽量不用 而且除

考虑抗生素的抗菌作用的针对性外 还必须掌握药物的不良

反应 体内过程与疗效关系 ∀

2 2  病毒性感染不使用抗生素 ∀

2 3  尽量避免抗生素的外用 如皮肤 ∀

2 4  发热原因不明 且无可疑细菌感染征象患者不使用抗

生素 对病情严重或细菌感染不能排除者可针对性的使用抗

生素并密切观察病情 一旦确认非细菌性感染 立即停抗生

素 ∀抗生素不能作预防疾病用之 ∀

2 5  感染性疾病根据细菌培养结果 选用敏感的抗生素 对

原使用的抗生素作必要的调整 并注意生产厂家进货渠道和

价格 ∀

2 6  可疑细菌感染的病例 按常规采集标本进行细菌培养

和药敏试验 结合临床尽可能在报告结果前不使用抗生素 ∀

2 7  抗生素的联合应用有严格的指征 抗生素联合应用于

一种抗生素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 !混合感染 !难治性感染 !二

重感染 !以及长期应用抗生素而细菌又易产生耐药的病例 ∀

具有协同和相加作用的抗生素联合应用 以二联为宜 ∀不增

加不良反应 防止和延缓耐药菌株的产生而达到治疗疾病的

目的 ∀可有的医务人员不重视分析 !判断药理 !药物配伍禁

忌及与患者所患疾病之间的关系 滥用药物 ∀如 青霉素类

为杀菌剂 对增殖期细菌作用强 红霉素类为抑菌剂可降低

前者的杀菌作用 ≈ 不宜配合使用 ∀

综上所述 成功的抗生素治疗 还必须了解抗生素抗菌

谱抗菌活性及其药动学特点和规律 从而建立最佳给药方

案 ∀选择适当的给药时机 有目的的选择抗菌药避免频繁更

换或中断 使血药浓度保证达到 ≤水平及减少外用等 都

是避免耐药菌产生的重要措施 ∀还要强调一点 要考虑药物

经济学 即医疗费用问题 做到治病的前提下 选价格低的药

物 减轻社会和患者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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