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作用少见
,

青轻微的消化道症状
、

皮疹
、

各草转氨酶上升等
,

�

但是曾有报告提及该药

偶有震颤
、

意识障碍
、

共济失调
、

脑波异常等神经症状出现
。

� � �叭
。�� � �� �� � 是目前最引人注 目的抗病毒药物

,

其抗病毒的选择性作用优于阿

糖腺普
,

‘

对宿主 细胞的影响更小
。

对疙疹病毒群有抑制效果
。

临床除应用于眼科的角膜疙疹

外
,

还用于带状疤疹
。

本品经静脉给药有使生殖器病变期缩短
、

减轻疼痛的临床疗效
,

但是

对带状疤疹后的疼痛则无能为力
。

根据 � �  !年大谷杉士等的报告
,

对历来各药治疗进行分析比较
,

结果 以 � � � 给药组的治

疗成绩最佳
,

公认有效性高
,

副作用小
,

另外
,

对于因免疫不全
、

骨髓移植患者等的疤疹病毒

群的感染也有一定疗效
,

只是 � � � 主要从肾脏排泄
,

因此对肾功能不全的病例 要慎 重使用
。

澳 乙烯脱氧尿普 �� � � � � 与 � �  一样
,

也是病毒脱氧核糖核酸多聚酶的阻碍物质
,

其副作用少
,

也是当前受人关注的抗病毒药物
,

唯临床应用上的报道尚少
。

病毒哩 �� �� � � �� ��
,

�� � �  �� �� 对于多种核糖核酸病毒及脱氧核糖核蜘丙毒有作用
,

现被制作成气溶胶吸入剂应用于呼吸系统器官的病毒感染
。

� �� � �� 等在流感 � ��
,
�

,
� 感

染病例 �包括以 � � �
�
�

�

肺炎病例 � 方面应用
,

对发热
、

全身症状以及从气管排泄的病毒是

有效的
� 又� �

�� 杯
� �等用于流感 �的治疗

,

亦获满意疗效
。

新近主张吸入剂每日四小时或者

十多小时地持续使用下去
。

到 目前为止
,

作为抗流感药物使用的金刚烷胺
,

只对 � 型流感有效
,

而对流感 � 无效
,

因此病毒哩对 �型流感有效这一事实深受欢迎
。

〔 《临床杂志 内科》
, � � � � �

� � � � � � � �
, � � � � �日文� 〕

丁祯 录译 山 �朴秀夫校

硝 酸 醋 类 与 心 绞
�

痛

当� � � � � � � 首先用亚硝酸戊醋治疗心绞痛病人时
,

其目的是再产生放血样 的 低血 压 效

应
。

一个多世纪以来
,

有关硝酸醋类缓解心绞痛的确切机理仍有争论
。

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病

人而异
�

对于那些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患者
,

主要的病损很可能是冠状动脉狭窄 � 而那些不

稳定型心绞痛
、

变异型心绞痛或早期急性心肌梗塞患者
,

大血管痉挛可能是主要病 因
。

传统的观点认为心绞痛是由于心肌灌流 �氧的供给� 与代谢需要之间失 去 平 衡
。

果如

此
,

使其缓解的办法是通过增加局部的冠脉灌流或减轻心脏工作或双管齐下
。

但实际生活 中

并非如此简单
。

因影响冠脉灌流的因素可能也影响心脏的负荷
,

反之亦然
。

甚至在心绞痛症

状发展前
,

缺血区即可出现与心室容积及充盈压增加有关的收缩异常
。

心室壁内的压力可能

大大超过心室本身
,

从而进一步妨碍了冠脉的灌流

—
特别是在心肌内膜下的肌层内

,

通过反

射使动脉压增加
、

全身血管阻力增高及肾上腺素能兴奋而使心脏代谢需要提高
。

缺 血区的这

种恶性循环可导致进行性缺血性损伤
。

在这些情况下硝酸醋类如何起作用呢 � 在静脉端其血管扩张作用似乎经 硝酸醋特殊受体

的作用为媒介增加了静脉客量
,

使血液汇集于外周静脉
。

在全身动脉系统内 �包 括 冠 脉循

环 �
,

主要作用于较大的或
“导流” 血管

,

只在很小程度上作用于调节血管阻 力 的 小 动脉

一
‘

解 �



床
。

主要的假说是硝酸醋类中心作用在于改善心肌的灌流 �狭窄处扩张或较大的导流血管扩

张 �
,

或
�

是在外周减少心脏的工作
。

多年来
,

直接使冠状动脉扩张的观念 占支配地位
,

而且

血管造影术显示正常血管有很强的作用
。

但却未观察到狭窄部分的真正扩张
,

且已证实硝酸醋

类并未改变冠脉血流量
。

而且 � � � �及� ��
� �� 证明直接注射三硝酸甘油于冠状动脉内

,

对

冠脉血流量只得到暂时的增加
,

同时由于心房起搏引起的心绞痛缓解也是无效
。

相反
,

舌下或

静脉内给药
,

尽管总的冠脉血流量减少
,

却可使症状立即缓解
。

许多证据指出外周因素是重要的
�

引起静脉扩张的硝酸醋类
,

减少静脉血回流到心脏 因

而降低心室容积和心室充盈压
,

心肌壁张力
,

心脏负荷
,

代谢和氧的要求以及血流量的需要
。

这 些作用 已由血管造影术和核放射扫描得到清晰的显示
。

另外
,

小动脉扩张在小范围有助于

降低全身血管阻力及进一步减轻心室收缩期负荷
。

不过偶尔这种有利作用可由反射性心率增

加而抵销
。

硝酸醋类通过其外周作用也可产生有益的继发效应
,

如扭转局部缺血引起的收缩

性损伤及电生理异常
,

减少代谢变化如心肌乳酸盐释放
。

这种与局部缺血有关的心内膜下灌

流损伤的恶性循环可被打断
。

由于心室充盈压的降低
,

心肌内血管的外在压力减少及穿过狭

窄部位的冠脉灌流时压力程度增加
,

使缺血部份的血流可望得到改善
。

然而冠状动脉的一个重要直接作用的概念仍未消失
。

小剂量的硝酸醋类使正 常 时 作 为

导流功能的心外膜的较大血管产生选择性扩张
。

具有阻力功能的小动脉的下端则很少受其影

响
。

在急性缺 血及心绞痛诱导期间
,

在缺血区内由于代谢物的释放
,

引起该区小动脉选择性

扩张
。

狭窄区的下端 失去正常 自动调节的功能
,

结果大血管及邻近血管床的
‘

侧枝血管的上端

的任何扩张
,

则导致血流物心肌缺血 区重新分布
。

血流也可以从
�

泌卜膜的外部肌层转向更为
缺血的心内膜下层

。

在供氧良好的心脏
,

即使存在冠状动脉疾患
,
甚至当硝酸醋类使较大的

心外膜冠状导流血管扩张时
,

小动脉仍保持其张力并继续其 自动调节
。

较大剂量的硝酸醋对

冠状 动脉的作用似乎不同
,

而与潘生丁相似
。

较大的导流血管及小动脉的下端可以扩张
,

在

急性缺血期间
,

其结果正好相反
—

血流离开缺血心肌向非缺血心肌重新分配�冠脉窃流 �
。

冠状动脉也可在狭窄部位发生扩张
。

通过计算机分析
,

静脉注射硝酸醋类后
, ‘

在狭窄区的管

腔直径增加�� � �肉眼变化不 明显�
,

这就使血流实质上得到增加
。

� � � � � � � 的文章发表� � �年以后
,

硝酸醋类对慢性不靛定型心绞痛的作用方式仍 然是一个

悬而米决的问题
。

与此相反
,

许多经血管造影术显示有很正常冠状动脉的血管痉挛性心绞痛

患者对硝酸醋类的反应显然是在于冠脉的直接扩张
。

〔 � � � � � � � � � 《柳叶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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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平校

� 一经色胺对乙醇引起记忆损害的影响

�
·

� � �� � � � � � �  等 �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立心理卫生研究所 �

由于乙醇对许 多高级智力功能有损害作

用
,

所以有关它对学 习和记忆过程的影响已

进行过非常广泛的研究
。

这种研究部分在于

侧定识别方面的精确度
。

可是与乙醇有关的

学习和记忆改变的行为和生物学的机理仍然

知道得很少
。

在中毒剂量
,

乙醇可改变许多

信息处理的环节
,

包括如何把事件的数量和

质量加以编码
,

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

一 �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