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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健 男 浙江临安人 副主任医师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 ∀

大蒜素注射液佐治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疗效观察

崔健 鲍红荣 临安市人民医院 浙江  临安

摘要 目的  观察大蒜素注射液辅助其他药物治疗方案对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疗效变化 ∀方法  将 例患者随机分

成 组 分别给予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大蒜素注射液 !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大蒜素注射液治疗 治疗时间均为 观察其疗效 ∀结果  痊愈率分别为

有效率分别为 ≤组比较 组 ⁄组比较 组 痊愈率有提高 而总有效率不确

定 ∀结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老年患者的常规抗菌药物治疗方案中合用大蒜素注射液能提高疗效 但需要有更大的样本数予

以确认 ∀

关键词 大蒜素注射液 社区获得性肺炎 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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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老年人免疫力降低 社区获得性肺炎 ≤ ° 是一种常见

病 !多发病 抗菌治疗作为常规治疗手段之一 必不可少 但

长期应用抗菌素既易产生耐药性 又可导致二重感染 ∀我们

在原来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大蒜素注射液佐治 取得了

较为满意效果 现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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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临床资料

选取经临床确证为非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 !且年龄

岁的老年非糖尿病患者 例 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除外

所有患者入院前 内均未接受过抗菌药物治疗 无相关药

物过敏史 所有病例在用药前均采痰进行病原学检查 经过

治疗后再行复查 ∀将患者以入院次序编号 !按年龄分层

∗ 岁 ! ∗ 岁 ! 岁等三层 !根据随机数表随机

编入 ≤ ⁄ 组 每组各 例 ∀结果患者平均年龄

? 岁 男性 例 女性 例 ∀

1 2  诊断依据

根据文献 ≈ 中的 ≤ °诊断依据诊断 ≤ ° 病原学诊断

作为辅助诊断手段 参考文献中的相关标准排除重症

≤ °
≈ ∀

1 3  治疗方案

组 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静滴

组 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静滴 ≤组和 ⁄组则分

别在 组和 组的基础上 加用大蒜素注射液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稀释后缓慢静滴 ∀另 均用盐酸

氨溴索注射液 静滴 祛痰 并用水溶性维生素 支

进行营养支持 ∀经过 治疗后 进行疗效评价 ∀

1 4  临床观察与疗效判断

临床观察 每一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血 !尿常规 肝 !肾

功能 ÷线胸片 细菌学检查 每日观察并记录患者的临床症

状 !体征变化及不良反应发生等情况 ∀

疗效判断 将抗菌药物的疗效分为 级 ≈ 痊愈 治疗后

症状 !体征 !实验室及病原学检查 项指标均恢复正常 显

效 病情明显好转 但 项指标中有 项指标未完全恢复正

常 进步 治疗后病情好转 但不够明显 无效 用药治疗

以上病情无好转或有加重者 ∀痊愈率与显效率之和计为总

有效率 各组治疗效果均以总有效率表示 ∀

1 5  统计分析

组作为 ≤组的对照组 组作为 ⁄组的对照组 利用

小样本法的单侧检验 比较痊愈率和总有效率的差异显著

性 ∀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比较

组与 ≤组比较 组与 ⁄组比较 可以认为 ≤组和 ⁄

组的痊愈率分别高于 组和 组 ∏ ∏2 但总有效率 ≤

组和 ⁄组均不高于 组和 组 ∏ ∏2 ∀见表 ∀病原

学检查情况见表 ∀

表 1  临床疗效比较

Ταβ 1  ≤ ∏ √

组别 例数
痊愈

例

显效

例

进步

例

无效

例

痊愈率 有效率

组

组

≤组

⁄组

表 2  用药前后病原学检查情况

Ταβ 2  × ∏ ¬

组别 用药前 例数 治疗 日后 例数

组 阴性 !肺炎克雷伯菌 !鲍氏

不动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表皮葡萄球菌

阴性 !肺炎克雷

伯菌 !拒检

组 阴性 !肺炎克雷伯菌 !鲍氏

不动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

阴性 !不动杆菌

≤组 阴性 !肺炎克雷伯菌 !鲍氏

不动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阴性 !拒检

⁄组 阴性 !肺炎克雷伯菌 !鲍氏

不动杆菌 !大肠埃希菌

阴性

2 2  不良反应分析

2 2 1  大蒜素有局部刺激反应 静滴速度不宜过快 药物浓

度也不宜过高 否则可能会引起注射部位疼痛 但停药后疼

痛即会消失 ∀

2 2 2  组有 例病例用药 后 因出现轻微精神兴奋 !失

眠症状而停止该方案治疗 换用其他治疗方案 ∀根据甲磺酸

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说明书记载 其不良反应包括有神

经系统的不良反应 如多梦 !失眠 !激动等 但未见有相关报

道 ∀我们认为是由于该病人原来就有失眠史 靠安定类药物

帮助入睡 甲磺酸加替沙星可能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

2 2 3  ⁄组有 例病例用药 后 尿常规检查出现红细胞

故停止该方案治疗 换用其他治疗方案 ∀一方面 部

分病人用头孢哌酮治疗时可引起维生素 缺乏和低凝血酶

原血症 另一方面 头孢哌酮主要通过肾脏排泄 可抑制 !干

扰肾小管细胞酶活性 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致血尿 ∀我们也

曾见到有相关病例的报道 ≈ 2 ∀

2 2 4  组和 组各有 例病例在治疗 后 大便培养发

现有霉菌感染 ∀现在各种抗菌药物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

和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在为临床提供强有

力的抗感染武器的同时 也致使各种院内感染特别是真菌感

染的迅速增加 ≈ 2 ∀

3  讨论

3 1  ≤ °常见致病菌可以是肺炎球菌和非典型性病原体

包括病毒 或者是混合感染 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制 非典型

病原体无法检出 再加上采样 !送检等原因 使病原学检查阳

性率不高 因此我们仅把病原学检查作为辅助诊断 ∀更为遗

憾的是所选药物对非典型病原体的作用效果如何 有效率

是多少 无法确定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来看 经大蒜素注射

液辅佐治疗后 病原学阴转率没有提高 但有可能是病原学

检测的灵敏度不够 影响了阳性率数据 导致了最终结果的

差异 ∀

3 2  据报道 ≈ 2 大蒜素主要成分为三硫二丙烯 对革兰阳性

球菌 !革兰阴性杆菌以及深部真菌均有杀灭或抑制作用 且

不易产生耐药性 与其他抗生素合用有协同作用 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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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我们的观察结果基

本相似 但认为还需要取更大的样本量来进行考察 ∀

3 3  老年病人机体抵抗力降低 大量或长期使用广谱抗生

素易导致正常菌群失调而致真菌感染 针对老年病人的临床

特点及病原学变化 我们选用大蒜素注射液佐治老年人社区

获得性肺炎的患者 经临床观察结果证实 能够提高临床疗

效 缩短疗程 降低二重真菌感染的发生率 ∀

3 4  由于老年患者免疫力低 ≤ °进展相对较快 因此在临

床诊断明确的前提下 宜尽早予以经验抗菌治疗 治疗时可

以采用降阶梯疗法 但在本次观察中对在一周内痊愈的病例

均未实施降阶梯治疗 ∀

3 5  此次临床观察过程中 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高 如

例使用甲磺酸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的病例中 就有 例

发生氟喹诺酮类药物所致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例发生二

重真菌感染 例使用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病例中 有

例发生肾损害 例发生二重真菌感染 ∀这应该与老年人

各种生理机能均已逐渐退化 抵抗力也逐渐下降 有密切的

关系 ∀因此 老年患者在使用各类药物时 除严格控制给药

剂量 !给药速度以及药物浓度外 须在用药过程中及用药后

的一定时间段内加强监测 ∀

3 6  甲磺酸加替沙星包括其他氟喹诺酮类药物可能会激发

或引起失眠多梦 !激动焦虑 !精神紧张等不良反应的发生 因

此 原有精神病史 !失眠史的患者应避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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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金文 男 主管药师 华西医科大学临床药学专业毕业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

奥硝唑对大鼠血胰屏障通透性的研究

祁金文 3 马珂 吴远航 浙江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杭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奥硝唑对大鼠血胰屏障的通透性 为选择合适的抗微生物药物预防和治疗胰腺组织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方

法  给予大鼠口服奥硝唑 在规定时间点取样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2 ° ≤ 测定胰腺组织和血清中药物的浓

度 ∀结果  血清 !胰腺组织中奥硝唑浓度在 时最高 分别为 ? ? ∀药物对血胰屏

障的通透率 ° 在 以后一直 ∀结论  口服奥硝唑后 药物在胰腺中有良好的分布 对血胰屏障具有良好的通透性

值得向临床推荐用于预防和治疗胰腺感染 ∀

关键词 奥硝唑 血胰屏障 通透率 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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