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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节免疫治疗 430例慢性布鲁氏菌病

赵素元  李  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传染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慢性布鲁氏菌病 下称慢性布病 目前尚无满意

的治疗办法 ∀其发病机理是以 型变态反应为主 ∀根

据医学免疫学理论 结合中医辨症施治的原则采用中

药治疗 例慢性布病 并与 例用布鲁氏菌治疗菌

苗加白虎汤组对照 总结报导如下 ∀

资料和方法

1  病例来源

按 年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

室制定的5人布鲁氏菌病诊断和治疗效果判定试行标

准6 ∀三年积累诊治慢性布病 例 ∀其中主要为青壮

年牧民 性别无差异 哈族占 余为汉 !蒙 !回 !维等

民族 ∀

2  治疗方法和方药

方法 治疗组门诊投药 每日一剂水煎服 日服二

次 周为一疗程 ∀对照组全部住院治疗 用兰州生物

制品所生产的布鲁氏菌治疗菌苗 下称布氏菌苗 批

号 ∀静脉注射 日一次 视反应情况分别酌情

递增 天为一疗程 白虎汤为解决菌苗治疗副作用而

设 与布氏菌苗注射同日服 水煎剂 ∀

方药 柴胡 !当归 !独活 , ,等十余味中药 ∀加减

阴虚重加鸡血藤 气虚重加黄芪 湿热重加白花蛇舌

草 上肢痛加姜黄 ∀

布氏菌苗用法 !用量按使用说明书执行 ∀

3  结果  按疗效判定标准 大部病人在服药 天症状

消失或基本消失 两组疗效见表 ∀

表 1  两组疗效结果

疗  效
治疗组 ν

例数

对照组 ν

例数
Π值

症状消失

基本消失

无变化

  两组总有效率各为 和 Π 无

差异 ∀

治疗前后实验室检测 选检测资料完整的 例

其中无变化的项目有血色素 !血沉 !血糖 !≥ °× ! 和

均在正常值范围内 其他结果见表 ∀

表 2  例慢性布病治疗前后实验检查结果

项   目
治疗后

增 减
Π值

血象 白血球 | {

淋巴球 |

生化 ° Λ | |

××× Λ | |

×× ∗ Λ | |

免疫 ∗ {

检查 淋巴细胞转化 | {

∞2 ƒ× {

补体 ≤ ∗ {

注 3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刺激物 °

本文所总结的病例均以骨关节症状为主 治疗后

°明显下降至正常值 这一结果提示在慢性布病以

骨关节损害为主的类型中 ° 检测有一定的代表意

义 可否作为疗效判定指标之一 待商榷 ∀

治疗后血象检查 白细胞升高 淋巴细胞下降 ∀体

外细胞免疫指标均有所恢复 提示本方剂具有免疫调

节功能 ∀

体内细胞免疫功能测定 用布鲁氏菌菌素做皮内

变态反应 观察 结果见表 ∀

表 3  两组皮试检查结果

组  别
转  阴

例数

缩  小

例数

无变化

例数

总有效例

例数
Π值

治疗组

对照组  

  皮内试验近期结果对照组优于治疗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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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骨关节检查 例病人检查了脊柱和长骨 !大

关节片 治疗前 张 !治疗后 张 仅 例有骨质疏

松 例疏松增生并存 两例股骨头坏死 ∀其他未见明

显改变 ∀治疗前后 ÷ 线片对照无变化 提示骨质受损

后 药物治疗无作用 ∀

此外 治疗组中 例合并类风湿性关节炎 ! 例合

并牛皮癣 服用本方剂后均有明显症状改善 ∀

远期疗效 随访 个月 ! 个月 ! 个月后的临床

症状稳定 皮试阳转治疗组为 对照组为 两

组有明显差异 即治疗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两组皮

内试验总有效率同为 ∀

副作用 治疗中及远期疗效观察均未发现任何副

作用 ∀

4  讨  论

布病是一种传染免疫变态反应性疾病 慢性期主

要改变是以 型变态反应为主 患者免疫功能受到一

定破坏 治疗上应增强细胞免疫功能 抑制过强的变态

反应 根据中药的免疫作用研究 活血化瘀类的某些中

药具有增强巨噬细胞功能作用≈ 方中柴胡 川芎等具

有促进淋巴细胞作用 ∀赤芍有抑制特异性抗原结合细

胞增殖 甘草有免疫抑制和抗过敏作用 ∀

慢性布病病程长 多以骨关节疼痛为主要临床表

现 按中医理论分型为痹症型 ∀病程长 !伤及气血 !累

及肝肾 ∀本方具有祛风止痛 养血活血 !补肝肾强筋

骨 !活血散瘀 !通经活络之功 ∀用柴胡为主药 宣畅气

血 散诸经血结气聚 治劳乏赢瘦 诸药相配共奏扶正

祛邪之功 ∀

治疗结果表明本方剂有调节免疫功能的独特作

用 ∀中医治疗是调节阴阳平衡 其实质是 ≤2 °的双

向调节作用而达人体的免疫平衡≈ ∀

与对照组相比疗效相近 但无菌苗诸多副作用 且

用药方便不需住院 复发率低值得推广应用 如能改变

剂型更便医利患 ∀

当前对慢性布病尚无满意的治疗药物≈ 中医药

提供了新的前景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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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硝唑 Γ 注射液制备工艺的改进

严  鑫 上虞 浙江上虞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甲硝唑 注射液是抗厌氧菌感染的首选药物 主

要用于革兰氏阴性和厌氧菌的感染 也用于预防外科

和妇产科手术后的厌氧菌感染 ∀临床应用效果较好

被5中国医院制剂规范6所收载 但我院按5中国医院制

剂规范6的配制方法制备 甲硝唑含量往往偏低 且澄

明度合格率也低 为此我院对甲硝唑 注射液制备工

艺进行了改进 现介绍如下 ∀

1  处  方

甲硝唑 葡萄糖 氯化钠 稀盐酸适

量 适量 活性炭适量 注射用水加至

∀

2  配制方法

取葡萄糖溶于适量注射用水中 使成 ∗

浓度 加入稀盐酸 !氯化钠及活性炭 搅拌均匀 加热煮

沸 上述浓配液加入适量注射用水至全量 稀配

脱炭 测定葡萄糖的含量至合格 按处方量投入甲硝唑

溶解 并加入适量的 溶液调节 值为

∗ 测定甲硝唑含量合格后即可分装 !消毒

ε ∀

3  结果 见表 1 !表 2

表 !表 数据是在工艺流程较稳定时得出的 表

明改进前后 对成品 值和澄明度均有较大的改善

进行 τ检验 , Π ∀

4  讨  论

4 1  值的调节问题  本品经高压灭菌 ε

后 值下降 向葡萄糖稳定的 值范围靠

近 而偏离甲硝唑稳定的 值较远 甲硝唑 注射液

的 值范围是 ∗ 如果中间体 值在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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