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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三酷明显低于其他两组
。

第三组中绞股蓝

总贰片降甘油三醋效果较好
,
� 例服烟 酸肌

醇醋者均无效
,

但由于本组病例少
,

有待今后

研究
。

绞股蓝总贰片属 自费保健药
,

血脂灵
、

降脂灵系 中药复方制剂
,

每次服药 �一 � 片
,

均不易被患者接受
。

据报道烟酸肌醇醋损害

肝功能
,

疗效欠佳
,

患者多不接受用此药
。

��

例患者用药后复查
,

均未见肝肾功能损害性

改变
,

血象正常
,

心电图大致同服药前
,

少

数心电图略有好转
,

体重变化均无统计学意

义
。

总结

本文报导 �� 例高脂血症患者
,

�� 例 为

高甘油三醋血症
,

另有 � 例合并高胆固醇血

症
,

仅有 � 例系单项高胆固醇血症
,

�� 例分

三组
,

分别服用月见草油胶丸
、

多烯康胶丸及

其他降脂药 �纹股蓝总贰片
、

降脂灵片
、

血脂

灵片
、

烟酸肌醇酷片 �
。

�� � 为一疗程
,

疗程结

束后以多烯康胶丸降甘油三酷效果最好
,

平

均降甘油三醋 � �� � � �
,

月见草油胶丸疗效

最差
,

平均降甘油三醋 �� � � �
。

各组药物

体重改变无显著性差异
,

一疗程后未见各组

药物产生毒副作用
,

因仅有 � 例高胆固醇血

症患者
,

药效如何
,

本文未能予以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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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腹泻是儿科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

发病
。

通常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

两大类
。

感染性腹泻多由细菌
、

病毒
、

霉菌

及寄生虫引起
。

非感染性腹泻一般由喂养不

当
、

肠道外感染
、

吸收不 良或消化功能紊乱等

原因所致
。

本文就近年来临床治疗婴幼儿腹

泻的中西药物作一简要介绍
。

�
�

山食若碱 � � � �
一� � 据报道 �‘�用 �� � �

� 注射足外跺正赤后 白内际横纹外腹泻 特效

穴
,

共治疗婴幼儿腹泻 � �� 例
。

方法
�

注射

�
�

� � � 。
�

� � � � 次
,

与足板平行进针 �
�

� � �

快速推药
,

� 一 � 次 � 日
,

每侧穴位 � 日只 用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实习学员

� 次
。

注射针头应避开趾 骨
,

以 免 影 响 进

针和疗效
。

� � 内止泻者 � �� 例
, � � 内止 泻

者 �� 例
,

无明显改善者 � 例
,

总有效 率 为

��
�

� � �
。

另据报道
,

以 � � �一 � 穴位 注射为

主
,

配合液体 口服治疗婴儿腹泻 � �� 例
。

用

� � � 八 � �
·

次 �的 � � �一�分别注射于双侧足三

里穴位
, � � �

,

疗程 � � � 日
,

剂量根据患 儿体

质和病情轻重而异
,

以达
“

蓖若化
”

为准
。

结

果
�

有效率为 � �
�

� �
,

痊愈率为 � �
�

� �
,

平均

疗程 �
�

� �
。

与对照组相比
,

具有疗程 班
,

疗

效高等特点
。

喇嘛州等�“�用 穴位注射治 疗

�� 例婴儿腹泻
。

方法
·

� 岁以下 用 � � � 一』注

射液 � ���� � � �
·

次 �
, � 岁以 上 �� � � � 次

,

� 次� �
。

结果
�

全部治愈
。

其中 � 次注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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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 例 �第 � 次注射治愈 � � 例
。

� � �一 �能改

善胃肠道微循环
,

还能活跃肾脏微循环
,

调节

酸碱平衡
,

抑制肠道腺体分泌
,

反射性地促进

肠壁粘膜的吸收与运转
。

�
�

复方山食碧碱散 林 文 华等圈治疗

婴幼儿腹泻 」�� 例
。

用复方山蕊若碱散
� � ��

一 � �
�

� � �
,

盐 酸异 丙 嗓 � � �
,

维生素 � �

。
�

� � �
,

双 氢 克 尿 嚓 �� �
,

维 生 素 � �

�
�

� � �
, � � � � �� �� 次�

,

� 次� �
。

结果
�

用药

� � 后
,

痊愈 一� � 例
,

好转 � � 例
。

�
�

消炎痛 据报道冈治疗 �� 例婴 幼儿

腹泻
,

剂量为 �
�

�一执� � � �� �
·

次�
,

� 次� �
,

配合 � �  一 � 及 � � � 治疗
。

结果
�

有 效 率 为

� �
�

��
。

痊愈率为 ��
�

� �
。

孙志 强 用 消炎

痛合剂 �消炎痛 � � � � � �
, � �  一� �

�

�� � � � � �
,

普鲁卡因 �� � � � � �
,

生理盐水 �� � �� 保留

灌肠治疗小儿肠炎
, � 次� �

,

连续使用 � ��

结果
� � � 止泻率为 ��

�

� �
,

平均止泻时间为

�
�

� 士 。
�

招 �
。

消炎痛能促进水和 电解质 吸

收
,

减少肠毒素和侵袭性细菌引起的分泌性

腹泻
。

另外还有抗炎作用
。

�
�

维生素 �
,

路赣荣例用维生素 �
,
注

射液双侧足三里穴位封闭 ��。。� �
, � 次� ��

加酵母片
、

乳酶生等
,

治疗� �例单纯性消化不

良的婴儿腹泻
,

治疗过程 中未用其它抗生素
。

结果全部治愈
。

其中 � � 治愈率为 ��
�

� � �
,

� � 治愈率为 � �
�

�� �
。

治疗期间 未发现 患

儿有不适现象
。

针刺足三里
�

�� 改变胃及

小肠的蠕动
,

解除 胃及小肠的痉挛
,

调整肠 胃

机能
,

起止泻止痛消胀的作用 � ��� 促进胃

液分泌
,

使原来低下的胃游离酸
、

总酸度和胃

蛋 自酶活性迅速升高 � ��� 使裂解素
、

调理

素明显增加
,

从而促进白细胞吞噬指数上升
,

增强其免疫功能
。

�
�

甘氨酸 � � � 张莉莉等�� �用 甘 氨酸

口服补 液 盐 治 疗 �� 例婴幼 儿 腹 泻
,

并与

� � 例对照组进行比较
。

方法
�

对照组服 用 ��

服补液盐
,

治疗组加用 � � � � �� � � 的甘氨

酸的日服补液盐
。

结果显效
、

有效
、

无效分别

为
�

对照组 � �
、

� �
、

� 例 � 治疗组 � �
、

�
、

� 例
。

表明甘氨酸补液盐的疗效优于 � � �
,

且无毒

副作用
,

使用方便
。

甘氨酸主要是增加小肠

对钠和水 的吸收
。

�
。

复方地芬诺醋 张 天 云叫等将 腹 泻

患儿 � �� 例随机分为�组
。

治疗组
�

复方地芬诺

酚 �
�

� � � �片
,

新生儿 � �� 片
, � 一 �月 � � � 片

‘

,
、

� � � 岁 �� � 片
,

均为 � 次 � � 「�服
, � 日为 �

疗程
。

对照组用常规剂量的毗呱酸或庆大霉

素
。

结果
�

治疗组治愈率为 ��
�

� � ��� � 例� �

对照组治愈率为 ��
�

� �
。

� � � 例中服药后大

便次数 � � 次 � �
,

服药 � 日即愈 的 占 � � �
。

疗程中未用其它药物
,

无 � 例出现 副作用
。

�� � 例治愈 � 周后经随访未见复发
。

该药 具

有疗效高
、

使用方便
、

价格低廉等优点
,

可对

婴儿腹泻
,

尤其是非细菌感染性腹泻所致者
,

可首选使用
。

本品主要抑制大小肠平滑肌
,

使肠蠕动减慢和加强收敛抗分泌作用
。

了
�

乳酶生十潘生 丁 陈 炳 照等 �� 用 乳

酶生 十 潘生丁治疗 �以例小儿腹泻
。

方法
�

乳

酶生 �
�

� � �
�

�� � � � 十语生丁 � � � � � �
, � 次

� � �
一

�服
。

脱水者给予静脉补液
,

呕吐等予以

对症处理
。

� 日为 � 疗程
。

结果
�
止泻时间

,

体温正常时间
、

大便每天减少次数分别为
�

�
�

� � 士 �
�

�� �
、

1

.

6 2 上 o
.
l o d

、

4

.

0 4 士 0
.
2 9

次
。

同时与使用抗生素和单用播生丁对照组

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大hlJ 量乳酶生 + 潘生丁

对婴幼儿腹泻疗效优于单用潘生丁
,

二者均

优于抗生素
。

治疗中未见任何毒副作用
。

乳

酶生使大量乳酸菌进入肠道
,

分解糖类产生

乳酸
,

改变肠道的碱性环境
,

有利于肠细胞膜

主动运转功能为恢复
,

而且糖分解后使肠道

渗透压变小
,

有利于渗透性腹泻的治疗
。

8

.

叶酸 聂建媚等侧治疗婴 幼 儿腹 泻

150 例
,

用 口服叶酸 sm g
,

每 8h l次
,

自入

院直至大 便正常
。

结果
:
止泻时间

、

退热时

间
、

脱水纠正 时 间
、

总病程分别为
: 2.08 士

0
.
1 3 d

、

2

.

2 3 土o
.o7 d

、

2

.

4 0 士 o
.
z s d

‘

5

.

0 5 士

o
.
7 4d

。

结果表明止泻时间
、

退热时间等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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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优于对照组
,

且在临床应用中未发现不 良

反应
。

作用机制是促进肠刷状缘损害的上皮

细胞正常再生
,

对小肠粘膜上皮细胞恢复亦

有作用
。

9

.

云南白药 沈云生[10 〕用云南白药 外

敷脐窝治疗小儿腹泻 40 例
,

全部有效
,

95 %

患者在 3d 内治愈
。

方法
:
用云南 白药 1 9 加

60 一 70 % 酒精调成糊状敷于脐窝 并用伤 湿

膏固定
,

每 6~ s h 将脐部药物取出加调适量

酒精
,

连用 3d
。

李润〔川用云南白药外敷治疗

小儿急性肠炎 46 例
,

疗效优于复方新诺明加

庆大霉素组
。

全部患儿 二~ Z d 内腹泻停止
。

认为云南白药具有舒经活络
,

活血祛聆
,

止血

镇痛等作用
。

外敷脐固可使胃肠血液循环改

善
,

并使受损的肠粘膜恢复其正常功能
。

1 0

.

促菌生 温顺廷[
‘2」用促菌生治疗

婴幼儿腹泻 106 例
,

方 法
:(30 In g / (k g

·

次 )

3 次/d
。

结果
:
服药 ld 治愈 86 例

,

服药 Z d

治愈 19 例
,

1 例无效
。

l d 治愈率为81
.1 %

11
.
阿托品 尹淑媛[l

3〕治疗 婴 幼 儿 腹

泻 33 例
,

用 阿 托 品 o
.
01 m g八kg

·

次)
,

用

0.9% 生理盐水或 5% 葡萄糖稀释 到 lm l
,

双侧足三里穴位注射
,

每侧 o.sm l
,

1 次/d
,

除穴位注射外也可内服助消化药如乳酶生
,

0
.

3 9
/ 次

,

胃蛋白酶合剂 2狱l/ 次
,

胰酶 0
.2 9

/次
,

均为 3 次/d
。

血清钙明显低者静脉注射

10;石葡萄糖酸钙 lonzl ,
1 0

% 葡萄糖 Zom l
,

1 次/d
,

连用 3 日
。

结果 痊 愈 31 例
,

另 2 例

注射 1 次后大便次数也减少
,

最后没有坚持

治疗
。

1 2

。

甲佩咪肌 尹志安 [
‘们 将 86 例腹泻

患儿随机分为 2 组
:
治疗组 42 例

,

在常规治

疗下加
.
用甲氰咪呱 10 一20 m g /k g 静滴

。

对

照组 44 例
,

给子常规治疗
。

结果
:
治疗组 Zd

内止泻 33 例(78
.56% ); 对照组 Zd 内 止 泻

n 例(25% )
,

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
。

1 3

。

吴茱英 王汉昌l
’S
J治疗 小 儿 腹 泻

用吴茱荧 12 只研成粉末
,

取未熟的热饭 适 量

与药粉棍 合成饼
,

温度适中
,

放在脐都周围
,

治疗 35 例患儿
,

有效率为 97 %
,

外敷 1 次 治

愈 28 例
,

取得满意疗效
。

14

.

麻黄前胡汤 郭松河 [
‘6〕治疗小 儿

腹泻 13 8例
,

用自制麻黄前胡汤
:
麻 黄 2一

49 ,

前胡 4一89
,

煎成 30om l左右
,

稍加白

糖 频服
,

每 日服 1 剂
。

结果
: 痊 愈 12 6 例

(92
.30% )

,

其中服药 2d 52 例
,

2 d 7 2 例
,

3 日 2 例
。

无效 贷 例 (8
.7。% )

,

效果 较显

著
。

1 5

.

生山药
、

车前子 胡少端脚]将患儿

122 例随机分为 2 组
:
治疗组 61 例

,

将车前

子炒至微黄和生山药 按 1
:4 的 量 共 研为 细

粉
。 .

年龄< 6 个月婴幼儿用 药 6~ 10 9 /次
,

食盐 。
.
5 9 ,

白糖 10 9 煮粥
,

3 一5 次/d 口 服
。

年龄> 6 个月的婴幼儿可适量增加
。

对 照组

61 例用维生素
、

助消化药和止泻药
。

其他如

纠正 电解质紊乱等两组相同
。

治疗组 12h 内

止泻者 28 例
,

其余在 3d 内止泻
。

对照 组止

泻时间最短者 3d
,

最长 者6 do

16
.
前术止泻汤 朱 久 之L

‘
8] 治疗小 儿

泄泻 32 例
,

用车前子 15 9 ,

焦白术 10 9 (3

岁儿童 ld 量 )
,

水煎取汁待凉频饮
。

随 症加

减
。

治疗效果
:
连服 3 d

,
1 一2 次/d

,

大便呈

条状者为痊愈
,

共 25 例;大便为糊状
,

便次有

显著减少者为有效
,

共 5例 ; 大便次数和形

状均无好转者为无效
,

共 2 例
,

总有效率为

93.7%
。

1 了
.
鸡内金

、

白术
、

苹 果 沈 志 忠川〕治

疗婴幼儿腹泻 45 例
。

用鸡 内金 12 9
,

白术

20 9
,

炒黄研末过筛
;
苹果 1只用武火 偎烂

后
,

去皮核
,

取果肉 50 9 捣烂
,

与上两药混合

成糊状
。

1 5 9
/ 次

,
4 次/d

,

一般服药 Zd 后
,

症

状即可好转
。

奶 例患儿经治 疗
,

痊愈 25 例

(55% ) ;有效 14 例(31% )
;无效 6 例 (13 % )

;

总有效率为 86 %
。

18

.

乌梅
、

苏打 马业耕t明 自制乌 梅及

苏打(0
.59/片) 治疗婴 幼 儿 腹 泻 67 例

。

1

岁以下用 1
.09 1今勺鸟梅

, 。
.
览 g 的苏打 片

;

工岁以上用 1
.59 的乌梅

,

。
。

2 5 9 的苏 打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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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d 口服
。

对照组 60 例
,

用毗呱酸或庆大

霉素治疗
。

结果
:
治疗组痊愈 65 例(97 % );

对照组痊愈 50 例 (8 3% )
。

治疗组疗效优于

对照组
。

19

.

大黄蝉蜕汤 王振录 【” }治疗婴 儿

腹泻 30 。例
。

用大黄
、

蝉蜕各 1~ 39
,

将大黄

捣成粉
,

蝉蜕去头足
,

用水适量
,

浸泡 20 m in
,

武火煎煮 20一zs m in
,

取澄清药液约 50班l
,

每次灌服 3~ s m l
,

5
~

8 次/d
。

脱水严重者

可配合 口服糖盐水或输液
。

结果
:
显 效 192

例 (64% ); 有效 45 例 (丈6 % ) ; 无效 61例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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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用药的一些新进展

空军成都医院(成都 CloO61) 戴德银

原发性肝细胞癌在我国已不少见
,

全国

各地均有发现
。

尤其以江苏启东县
、

广西扶

绥县高发
,

诊断时往往在晚期
,

故手术率较

低
。

近年来应用血清甲胎蛋 白 (A F P ) 检查

有助于早期发现
,

加上超声显象与计算机体

层扫描
、

C T 扫描
,

可较早期发现且能定位
,

因此可发现一些较小的肝癌
,

手术后能存活

较久
。

不能手术的肝癌预后很差
,

以往生存

率仅 3~ 5月
,

放射治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化疗成为较常月j的姑息治疗
,

而现 已有成活

数年的病例和临床资料
。

本文试将近年来对

肝癌用药
、

微量元素及给药途径的一些新进

展论述如
一

卜
。

一
、

化疗药物

1. 口服用 H C F U H
CF
U 即 己一 氨 甲

酞
一5 一氟脉崛咤

,

为 5
一
氟脉哦咤(5

一
F U )的衍

生物
,

在人体肝中代谢转化成 5
一
F U 后才能

发挥抗癌活性
。

在肝药酶活性低下的肝硬化

病例中
,

H C F U 代谢成 5
一
F U 的速度延缓

,

因而 5一F U 有效血中浓度维持时间长
,

从而

在治疗伴有肝功能障碍的多发性肝癌具有优

势
,

且己有肺癌转移病灶完全消失的显效病

例的临床经验 I
’
]
:

J刊H C F U 300 m g /d
、

1 1 服

3个月后
,

肺野肿瘤影完全消失
。

但要 注意

在
’

户枢神经可能出现 症 状
,

在 Ic G 15 分 值

3。% 以上的重度肝机能障碍病例
‘

{

, ,

H C F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