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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治疗方法与疗效观察 害 � � �
。

多见于婴幼儿
,

过去认为本病的细菌

�一 � 治疗方法
� 工组用生理盐水清洗 不是厌氧菌

,

常以球菌为主要致病菌包括链

口腔后用甲硝哒噢粉涂撒在溃疡而
, � 日 � 球菌和葡萄球菌

,

多采用青霉素
、

氨基贰药

次
,

全身按 常规量应用青霉素
、

氨基糖试类 物治疗
。

据文献报导 �� � ,

近年来研究表明 口

抗生素二联抗炎
,

个别对症处理
、

物理降温
。

腔感染中厌氧菌占��  
,

根据甲硝哒哇除了

� 组除改用冰硼散涂撒溃疡面外
,

其他治疗 对革兰氏阴性杆菌具有显著抗菌活性外
,

对

与 工组相同
。

革兰氏阳性厌氧芽抱杆菌
、

革兰氏阳性和阴

�二� 痊愈标准
�

体温
、

血常规正常
,

性厌氧球菌如消化球菌
、

消化链球菌也有强

精神食欲好
,

流延
、

疼痛消失
,

溃疡面完全 大的抗菌作用
。

作者二年临床观察甲硝哒�坐

愈合
,
口腔粘膜光滑

,

色泽正常
。

治疗细菌感染性口炎疗效明显
,

平均疗程缩

�三 � 疗效观穿
�

短 �
�

�� 天
,

抗厌氧菌作用强
,

使用安全
,

给

在 工组盯例中
,

痊愈最快 � 天
,

最慢 � 天 药途径广毒性低
、

副作用 少
,

价廉易得
,

不
,

平均痊愈天数为�
�

�了天
。

正组� �例中痊愈 引起二重感染
,

这对促进病人早 日 恢 复 健

最快 � 天
,

录七立� �天
,

平均痊愈天数为 �
�

�� 康
,

降低医疗费用有重要意义
。

值得注意 的

天
。

是虽然本品具有广谱抗厌氧菌作用
,

但细菌

两组痊愈天数有显著差异
, 工组平均痊 感染性口炎一般为混合感染

,

对于婴幼儿临

愈天数比 亚组缩短 �
�

� �天
,

疗效疗程经统计 床中毒症状明显者
,

应给予足量 的抗生素治

学处理有显著差异 �� � �
�

� ��
。

疗十分必要
。

�三 � 副作用
�

局部用药后除 了 有 味

苦缺点有待进一步改进外
,

临床上 未 见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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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我国东北苏联和朝鲜是驰名中外的名贵药

材
,

被誉为
“百草之王

” 。

在我国产于东北

三省的山区或半山区
,

并有大量的 人 工 栽

培
,

是我国的东北三宝之一
,

其中以吉林省

的抚松县产量最大
,

出口 占首位
,

故该县有

“
人参之乡

”
的美称

。

人参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药用部

位主要是根
。

但其根茎 �人参芦 � 根茎上的

不定根 �人参条 �
、

细支根与 须 根 �人 参

须�
、

叶 �人参叶�
、

花 �人参花�
、

果实

�人参子 � 亦供药用
。

野生的人参称
“野山参

” �又名山参�
、

栽培的称
“园参

” �又名秧参�
。

如
、

将幼

小的野山参移植于 田间或将幼小的园参苗移

植于山野而成长的人参
,

称为
“
移山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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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繁殖者称为
“子参

” 。

产于朝 鲜 者 称
“
高丽参

” 或 “另弓直参” ,

产于北美洲的同

属植物称为
“西洋参

” 。

据文献记载
,

我国是发现和应用人参最

古老的国家
,

早在汉代以前就 已经发现了人

参
、

并把人参用于人们的医疗保健中
。

我国

现存最早 的第一部本草著作一 《神 农 本 草

经》 就有人参的详细记述
,

称人参 有 补 五

脏
、

安精神
、

定魂魄
、

止惊悸
、

除邪气
、

明

目开心益智的功效
。

并把人参列为上品
。

鲜人参 �水 参�因加工方法不同而制成不

同的商品参
、

其药用功效也有所不同
。

商品

参常见的有
�

红参
、

生晒参
、

糖参
、

参须等

� � �多种规格
。

鲜园参洗净晒干后 为
“
生 晒

参
” ,

也称白干参
� 蒸熟后晒 干 的 称 “红

参
” 。

生晒参味微苦
,

性较平 和
,

不 温 不

燥
,

补气养津退虚熟优于 红 参
。 “

红参
”

味甘
、

性温
,

补力较强
,

用于气虚 兼 肢 冷

畏寒
,

阴虚症状者为好
。

但对 肝 炎
、

高 血

压
、

精神易于兴奋的人不宜应用
。 “

糖参
”

是鲜参经过水洗
、

沸水烫
、

走针
、

浸糖
、

晒

干而成
。

药力较弱
,

常用于病后体弱
,

阴耗

伤之补养
。

对正气已弱并见虚热者
、

也可酌

情用之
, “参须”

作用较弱
“
参叶

”
味苦性

寒有生津
,

祛署的作用
。

目前市场上糖参已

较 为少见
。

人参中含有多种皂试
,

人参皂 贰 水 解

后
,

生成皂试元人参二醇
,

人参三醇及齐墩

呆酸
、

人参皂试是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
,

此

外
,
人参还含有多种氨基 酸

、

糖 类
、

维 生

素
、

黄酮类及镁
、

铝
、

磷
、

钾等无机物质
。

近年来从红参中发现一种特有的抗癌成份
,

它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

增强人体的抗癌能

力
,

控制癌肿发展
,

从而延长生命
。

现代研究表明
,

人参具有调节申枢神经

系统和心血管功能
,

改善机体免疫功能
,

加强

机体适应能力
,

增强记忆力
,

增加食欲
、

抗

疲劳
、

抗衰老等特有效能
。

人参的临床效应

往往具有双向性
,

也有人称其有
“
适应原样

�� � � � � � �
� 工� � ” 作用

。

能加强机体‘自适应

性
,

使紊乱的功能趋于正常
,

起到 有 病 治

病
,

无病延年益寿的作用
。

在才仓救危重病人

中有其特殊的功效
。

服用人参有治和补的区另�〕
,

要选择适宜

的服用剂量才能发挥它的特有效能
,

如久病

或大出血后 的虚弱
,

肢体倦怠
、

肺虚
、

咳嗽

的病人
,

用量应适当加少补 中医常用
“独参

汤 “治疗气虚血崩
,

起到回阳救逆作用
。

如

用于强身滋补
、

延缓衰老
,

就应该小剂量服

用
。

如能饮酒可浸于根食白酒甲
,

每晚少量

饮用
。

不善饮酒者
,

一

可服人参粉
、

旱晚各一

次
,

温开水冲服
,

或加在其它药中同服
。

人

参的用量一 般每次为 � 一 � 克
。

民间都习惯

于秋凉后或立冬开始服用 �阳历 � 月至�� 月

份�
,

到翌年春分 �阳历 � 月份�为止
。

在暑天

服用
,

可预防年老弱者中暑
。

人参的其他制

剂及服法还有
� “

人参流浸行 � � 卜 � � 生

药每次可服 �� � � �滴
,

每日服 � 一 � 次
。

人

参配 �含量 � ��� 每次服 � 毫升
,

每 日服 � 一

� 次
。

人参粉
,

每次服 � 一 � 克
,

每日服 �

一 � 次
。

服用人参的注意事项
�

传统习惯认为服

用人参期间不可吃萝 �
、 、

茶 ��
一

卜等食物
。

中医

认为人参反黎芦
,

人参畏五灵脂
,

恶皂荚
、

不宜同用
。

体质壮实的人无虚弱现象的不宜

服用
,

婴儿
、

儿童一般不宜服用
。

服用人参

时剂量要特另��掌握好
,

同时还要辨证施治
,

根据病情
,

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

如 用 之 不

当
、

反而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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