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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治疗效果
。

��� 合并用药片剂含 有� � �

抑制剂和氢氯噬嗓
,

因此减少了每日服药的

片数
。

� � � 合并用药治疗常用剂量比正常

分别单味使用时要小
,

结果使副作用发生率

降低
。

在评价合并用药疗法的临床实验中
,

病

人停止服药的比率较低
,

这一事实提供了此

疗法减少副作用
,

提高病人顺应性的依据
。

而且
,

减少� � � 抑制剂的剂量 �一天一次�

并不降低治疗效果
。

六
、

增强体质

在设计评价降压治疗的优缺点的研究中

人们认识到体质的重要性
。

身体素质包含了

体力
、

精神和社会三个方面
,

是很 难 衡 量

的
,

但已有数种指标可用以衡量每天的身体

和心理功能状况
。

评价抗敲肛压治疗对体质

的影响最大的一次实验是
�

�� �名轻
、

中度男

性高血压病人分别接受琉甲丙脯酸
、

甲基多

巴或普蔡洛尔治疗的研究
。

接受琉甲丙脯酸

治疗的病人在增强体质方面得分最高
。

有趣

的是
,

当用单一药物治疗八周血压不再变化

时
,

另外给予病人噬嚓类利尿药
,

病人全身

体质下降
,

表现为五类指标得分都下降
。

这

五类指标包括一般身体状 况
、

工作能力
、

性

功能
、

体征以及抑郁
。

总之
,

服用琉甲丙脯

酸和噬嚓类利尿药的病人在比分上 略 有 降

低
,

但比另两组降低得要小些
。

琉甲丙脯酸组

经八周治疗后
,

身体状 况良好者人数显著增

加
,

加用利尿药后
,

增加的幅度降底
。

但普

蔡洛尔组和甲基多巴组与利尿药合用后
,

身

体状况良好者人数显著降低
。

再把琉甲丙脯

酸组与另外两组相比
,

琉甲丙脯酸组在治疗

中因种种原因所致的停止用药人数明显比另

两组要少
。

小 结

高血压及其继发性疾病危害着人类的健

康
。

有些病人用单味药就能有效地 控 制 血

压
,

另一些人则需用合并用药治疗
。

理想 的

合并用药方案要求其药效至少与单 味 药 相

当
,

并且副作用小或无
,

治疗指数大
,

利于

服用
,

同时要求对各种不 同的病人群体皆有

效
。

噬嗓类利尿药 和� � � 抑制剂联合 使 用

已经显示其降压作用比它们单味使用时强
。

另外
,

这种合并用药对许多不同的病人群体

�黑人
、

白人
、

年轻人
、

老年人 � 都有效
,

且对代谢的影响比单独使用噬嗓类利尿药要

小
。

最后
,

这种方法比其他含有噬嗓类利尿

药的合并用药方法更有利于增强病人体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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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研究院医药》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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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黄散的药理作用及治疗小儿湿热型腹泻 ��� 例疗效观察

药剂科 林一鸣 隋书鹏 朱 奎 丛桂珍

沈 阳军区 ��� 医院

小儿科 关景林 董援利 哀幼玲 邢书云

小儿腹泻是婴幼儿期多发病
,

治疗方法

较多
。

我院自��了�年以来
,

采用中药葛黄散

对单纯湿热型腹泻 � �� 余例进行治疗
,

收到

较好效果
。

近四年已列入常规治疗
,
�� � �年

经军区卫生部批准
,

由我院制剂室 批 量 生

产
,

在辽阳地区广泛应用
。

现将资料完整的

�� �例湿热型腹泻病例及药理实验研究结果

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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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药理研究 结果显示给药组增加 � �
�

� � 士 �
�

� � �
、

对照组

�一 �实验材料 体重增加 �
�

�� 士 �
�

�� �
,
�� 士 � �

,

下 同�
,

�
�

制剂
�

� � � 葛黄散由我院制剂室 经统计 学 �检验
,

差 异 明显
。

� � �
�

��
。

推

提供 �� � � �  ! � � � � ��  
、

�� �葛黄散药 测与本药能安神镇静
、

降低体耗
、

增加小鼠

浆及 �� �
、

�� ��葛黄散水煎液均为自备
。

胃肠道消化吸收有关
。

�
�

动物
�

昆明种远交系 � � � � 区幼 年 �
�

对小鼠胃肠运动的影响
�

结果对照

小白鼠
、

�� 一 � � �小白鼠均由中国医科 大 学 组炭末移动的百分率为 ��
�

� 士 �
�

� �
,

��

动物室提供
。

士� �
,

下同�
,

而给药组则移动��
�

�士 �
�

��
。

�二� 实验方法 �从略 � 二组结果经�检验
, � � �

�

��
,

有 非 常 显 著

�三 � 实验结果 的差异
,

提示本散剂在小鼠肠腔中能极有效

�
�

镇静安神作用
�

结果对照组睡眠时 地抑制肠道的蠕动
。

间为 � �
�

� 士 �
�

� � �� �� 士 � �
,

下同�
, � � �

�

对离体家兔回
、

空肠平滑肌收缩的

�� �
�

� 组 为 � �
�

� 士 ��
�

�� � �
、

� �舒 � �
�

�组 影响
�

试验表明葛黄散对小肠平滑肌有非常

为��
�

� 士 ��
�

� � � �
。

经统计学 �检 验
,

两 剂 显 著的抑制作用
,

提示具有较强的缓急止痛

量给药组与对照组相比
,

均有非常 显 著 差 功能
。

另对回
、

空肠 乙酞胆碱�
一

受体 激 动

异
。

� � �
�

��
。

模型的缓解试验结果表明
,

葛黄散具有显著

�
�

对幼年小鼠体重增加的影响
�
试验 的抗乙醚胆碱�

一

受体激动作用
。

� 体 外 抑 菌 试 验
’

菌
杯花

型� ”
’

�
’

一

抑 菌 径 大
’

小 而 、 少��赫
福 氏 � � � � �士�

�
� 。

, 。 二 � �

福 氏 � �

�
�
“

‘
·
� �

, � 二 ‘。

坦
二 ,

毕
� 型 ⋯ ��令全

�

��
, ” “

几

志 负 氏 ⋯ � �土 �
·

� �
, � “ � �

结果表明
�

各型痢疾杆菌对本剂均较敏

感
。

�
�

亚急性毒性试验
�

结果二组动物给

药前后小鼠活动
、

食欲
、

皮毛和粪便均无异

常
。

给药组与对照组心
、

肝
、

肾经 切 片 镜

检
,

组织结构均无特殊变化
。

二
、

疗效观察

�一� 临床资料

本组 � �� 例 � 岁以内� �� 例
, � 岁以上 �

例
。

最小年龄 � 个月
,

最大为 � �个月
。

发病

至入院天数 � � 天内� �例
, � 一 � 天� �例

,

� � 天�� 例
。

发病最短 �� 小时
,

最长�� 天
,

全部有腹泻
。

其中每日� � 次 �� 例
, � � �

次�� 例
,

� � 次�� 例
,

有呕吐者 �� 例
。

其中

� � 次者 �� 例
,

伴发热者 �� 例
,

最高体温为

� �
�

� ��
。

脱水者 � �例 � 轻度� �例
,

中度� �例
,

合并酸中毒者 �� 例
。

大便镜检脂肪滴�� 例
,

便培养 �� 例中致病性大肠杆菌 � 例
,

余皆阴

性
。

�二 � 诊断依据

发热
、

呕吐
、

腹泻稀水便
、

泻下急迫
、

苔黄舌红
。

�三� 治疗

�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

, � 日内吐泻

停止
,

体温正常
, � 日内出院者

。

有效
�
�

日内吐泻停止
, � 日痊愈出院

。

无效
� � 日

吐泻不止
,

住院日� � 天
。

�
�

治疗方法
�
有脱水者予以静脉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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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补液
,

纠正脱水酸中毒
,

体温过高或有热

性惊厥史者予 以药物降温
,

余者一律 口服葛

黄散 �
�

�� �
�

�� �次
,

每 日 � 次
,

观 察吐 泻

及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

�
�

治疗结果
�

吐首先停止
,
� 日内��

例
, � � � 日� �例

,

同时便次减少
,

便质变

稠
,

大便 � 日内正常�� 例
, � 一 � 天腹泻停

止 �� 例
。

另选 �� 例庆大霉素治疗做对照组
。

结果葛黄散组总有效率为 �� 
�

�� �
,

而 对 照

组 � �
�

� ��
。

平 均住院天数
�

治疗组 为 �
�

�‘

天
,

对照组 �
�

� �天 �� � �
�

� � � 见表 � 一 �
。

表 �

葛 黄 散 组

庆 大 霉 素 组

治 疗 效 果 对 比 衣

一全息粉
⋯
急有效率 �� ,

�
� 值

⋯�����瑟 ⋯
� � 。一

表 � 降 温 效 果 甘 比 表

洲
总

���介币六寸洲�表 � 止 泻 效 果 及 治 愈 天 数 对 比 表
,

一
“

闷
三

需二票万砚呀不百万票币
墨�

��

�
�

� ���
⋯
犯

� 旧

称丫一
一

万刃万 �
� � ‘

��
�

冰
�四 � 典型病例

例 �
�

病案号��  � �
、

孙 � 火 、

男
、

� �

个月
。

发病 � 天泻稀水蛋花汤样便
、

每日��

余次
、

伴非喷射状呕吐
,

每日 � � � 次
,

经

院外对症治疗无效入院
。

查体
�

体温� �
�

�℃
�

兀 ”

脱水貌
,

肠鸣音活跃
,

余无异常
。

诊断
,

小儿肠炎
、

亚 。

脱水
。

按 � � � �
� 静滴�� � �

� � � 日液体
,
口服葛黄散 �

�

��
, � � 日

,

次日脱水纠正
,

第 三日大便正常
,

住院 � 天

痊愈出院
。

例 �
�

病案号 � �  ! !王 �
、

男
、

� �个月
。

吐泻二天
、

稀水蛋花汤样便
,

每日10 余次
,

无粘液脓血
,

非喷射状呕吐
,

每日10 余次
,

门诊治疗效差入院
。

查体
:
体温38

,

4 ℃
,
亚

”

脱水貌
,

腹软
, 肠鸣存在

,

余无异常
。

便镜

检脂肪球
,

便培养阴性
。

入院补液 1200 m L
,

口服葛 黄 散0
.
59 ,

3
/ 日

,

呕吐第 二 日 停

止
,

体温和大便第四 日正常
,

住院 5 天痊愈

出院
。

讨论
:
小儿腹泻为婴幼儿乳食不化米谷

不消
,

祖国医学历代各家均认为
: “湿盛则

濡泻
” ,

本组按中医分型属于
“湿热泻型

” ,

是由于某些因素导致脾胃
、

大小肠 功 能 紊

乱
,

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感染性腹泻 (小儿肠

炎)
。

葛黄散方源于 《伤寒论》 中葛根芬连汤

加以木香
、

蕾香
、

车前
、

滑石
、

朱砂而成
。

身热下利为本方使用要点
。

小儿湿热致病原

因是感受外邪
,

化热传里
,

下迫大肠所致
。

临床主症为发热 口干
,

泄泻无度
,

大 便 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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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

小便短赤
,

方中葛根为主药
,

既能解表

清热又能升发脾胃清阳之气而治下利使之表

解里和
。

黄芥
、

黄连专于清泄胃肠之热
,

苦

寒燥湿
,

适于本症
。

关于本方治疗腹泻有效

机理
,

通过本组实验药理学研究得以证明
:

葛黄散能明显延长对戊巴比妥钠的 睡 眠 时

间
,

提示有镇静安神之功效
,

对胃肠亦有明

显抑制作用
,

可抑制家兔回
、

空肠蠕动
,

对

抗乙酞胆碱M
一

受体激动作用
。

所以有止 泻
、

解痉
、

促进肠道吸收的疗效
。

实践证明
:
该方对小儿湿热型腹泻确有

一定疗效
,

药源广泛
,

方便易行
,

值得推广
。

枯矾
、

灭滴灵粉剂治疗顽固性溃疡创面临床观察

解放军23。医院

门诊部

药剂科

王 丽娟

魏惠军

朴玉满

金春 红

郑 丽

叶风山

何艳莉

我院用枯矾
、

灭滴灵粉剂合用
,

治疗经

久不愈的顽固性溃疡创面
,

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
,

现报告如下

一
、

药品的配制取 药 用
_
枯矾10 克

,

灭

滴灵片 2 克
,

其研成粉末状
,

混匀备用
。

二
、

治疗方法将慢 性 溃 疡创面进行无

菌处哩清除脓性分泌物
,

失活组织
。

如 创面

仍不断鲜必要时可用刀片刮除陈旧肉芽
,

直

至露出新鲜肉芽或创面有 新鲜血液渗出
,

用

0
.
1% 新洁尔灭消毒后

,

把枯矾
、

灭滴 灵 混

合粉剂呈薄层敷于创面上
,

用无菌敷料及绷

带包扎
,

视创面大小及渗出情况决定每 日及

间日换药
,

直至创面愈合
。

三
、

治疗结果
:
从87 年开始

,

用这种方

法共治疗各种慢性溃疡创面均取得 满 意 疗
.

效
,

共50 例
,

男46 例
:
女 4 例 ; 年龄最大7岛

岁
,

最小36 岁; 小腿溃疡42 例
,

大粗隆部溃

疡 6 例
,

前臂及足部溃疡各一例
。

病程最长

20年
,

最短3 个月
,

治疗最长 2个月
,

最短

15 天
。

此法换药与常规换药相比
,

其 特 点

是
:
肉芽生长快

,

愈合时 间短
。

本组50 例
,

有效48例 占96 %
,

治愈45 例占90 %
,

无效 2

例 占4 %
。

四
、

典型病例

例 1 . 陈 X X
,

男
,

65 岁
,

左侧大隐静

脉曲张合左小腿内侧下段慢性溃疡创面20 年

余
,

创面为16
x n cm 创缘呈 1

c m 厚的 棱
,

创面陈旧
,

有脓性分泌物
,

有恶嗅味
,

小腿

色素沉着
,

给予新洁尔灭液清洗创面清除坏

死组织
、

脓性分泌物后
,

取枯矾
、

灭滴灵粉

剂外敷
,

以薄薄覆盖住创面为宜
,

间 日 换

药
,

经二次换药
,

分泌物明显减少
,

创缘变

浅
,

20 天后创面愈合
。

例 2
.
李 x

x 、

男 58 岁
、

左小腿内侧溃

疡 7 年
,

面约为 2
x Z om ,

给予清洁 消 毒

后敷用枯矾
、

灭滴灵粉剂
,

间 日换药
,

三天

见新鲜肉芽组织生长
,

七天创面愈合
。

例 3
,

姜
x x 、

男
、

1 9 岁
,

因小 腿 下 i /

3 丹毒溃疡来诊
,

溃疡面约 3 x 4 cm ,

创

面不新鲜
,

有脓性分泌物
,

给予新浩尔灭消

毒
,

取枯矾
,

灭滴灵粉剂外敷
,

间 日换药
,

三天后新鲜肉芽组织生长
,

10 天创面愈合
。

讨论
:
慢性溃疡性创面比较常见

,

多见

于大 隐静脉曲张的并发症
,

俗称
“
连疮腿

”

此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
,

到医院也不被医

生重视
,

被敷衍处置后拒之门外
。

但 由于创

面经久不愈
,

给病人肉体及精神上都造成了

极大的痛苦
。

枯矾具有收敛作用
,

亦有消疮

解毒之效
,

外用治疗痈肿恶疮效果很好
。

灭

滴灵有抑制和杀灭真菌作用
,

主要作用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