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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甲胺盐酸盐
,

商

品名 � � � � �� ��
,

是一种烯丙胺类衍生物
,

具

有广谱的抗真菌活性
,

局部用药耐受性 良好
,

无全身性毒性
,

对皮肤癣菌病的疗效特别好
,

优于或至少与发癣退
、

克霉哇
、

益康哩
、

咪

康哩等临床上常用的局部抗真菌药物相当
。

国外于 � � �  年 上刃市
,

我院 于 � � � �年研 制

成 功
。

分子式为 �
� � �

� �
�

�

� ��
,

其化学结构

式为
�

类药物不同
,

茶替芬不影响肝的药物代谢
。

药效学研究

体外研究表明
,

茶替芬是皮肤癣菌强抑

制剂
,

对毛癣菌属
、

小抱子菌属
、

絮状表皮癣

菌属的最低抑菌 浓 度 �� �� � 均 � �
�

�林�

� � �
,

对曲霉菌属 �� �� �
�

� �一 � �
�

� 卜� � � ��
,

申克氏抱子丝菌 �� ���
�

�� 一 �件� � � �� 以及

一些近平滑念珠菌
、

布伦念珠菌和 �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的活性为中

等
,

但一般地讲对念珠菌属及其它酵母菌的
活性很差

。

蔡替芬既有抑制真菌活性
,

也有

杀真菌活性
。

体外试验表明
,

对红色毛癣菌
、

白色念珠菌�� ���妞到� ��
、

皮炎芽生菌
、

荚

膜组织胞浆菌及申克氏抱子丝菌在 ��� � 时

即有杀真菌作用
。

体内研究表明
,

茶替芬能

在 � � 内完全清除豚鼠毛囊感染
,

而益康哇在

� � 后才产生 �� � 的真菌学疗效
,

这间接 地

证明了茶替芬的杀真菌作用
。

有迹象表明
,

在临床上蔡替芬能比其它抗真菌剂更快地发

挥疗效
,

这也归因于蔡替芬的杀真菌活性及

抗炎作用
,

但抗炎作用需要进一步确证
。

药物动力学性质

体外体内包括人的皮肤的研究表明
,

茶

替芬能够通过表皮并达到抑制真菌生长的浓

度
,

未见有关茶替芬全身吸收的报道
,

也末见

有全身副作用的报道
。

健康志愿者身上
,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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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

蔡替芬是一个烯丙胺类衍生物
,

其抗真

苗作用机理复杂并且至今仍未完全了解
。

烯

丙胺类化合物是角签烯环氧化酶的特异性抑

制剂
,

因而蔡替芬与角登烯环氧化酶结合后
,

阻断了麦角街醇生物合成 反应中的角鳖烯环

氧化反应
,

角鳌烯积聚
,

而真菌细胞壁所必需

的麦角幽醇缺乏
,

真苗的生长繁狱受到抑制
。

这一机理 可能是主要的
。

茶林芬也其有一定的抗炎作月
。

与氮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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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标记的蔡替芬剂量的 � � � � 经皮 肤 吸

收
。

治疗应用

在表皮癣菌患者身上进行的大量的对照

实验表明
,

涂擦 � � 霜剂
,

每日 � � � 次
,

连续

�一 � 周
,

无论是从临床角度还是从真菌学角

度
,

疗效都很好
。

早期的研究中的治疗方案

是每日涂擦 � 次
,

但迹象表明
,

每 日涂擦 � 次

同样有效
。

在与赋形剂的对照研究中
,

临床学及真

菌学治愈率都显著不同
,

股癣或体癣患者的

真菌学治愈率 �茶替芬 � � � � � �
,

而赋形剂

仅 �� � � � � � 比脚癣的真菌学治愈率 �茶替

芬 犷 � �� �
,

赋形剂 ��  �� � �要高
,

这种差

异在其它对照实验中也很明显
。

在仅有的一些临床对照实验中
,

蔡替芬

与其它抗真菌药物的疗效差异显著
,

与克霉

哇或益康哇相比
,

蔡替芬似乎更有效
,

且药效

发挥得更快
。

试验证明
,

蔡替芬与芬替康哩

��� � ��� � �  � � �� � 及咪康哩的疗效 相当
。

通

常
,

应用萦替芬两周 以上的真菌学治愈率超

过 ��  
。

一般地
,

临床症状如红斑
、

痰痒
、

鳞

屑脱落
、

浸润及渗出液的严重性都能很快得

到缓解
,

并且总的治愈率为 �� 一 ��  以上
。

有一些研究报道
,

发炎或湿疹皮肤癣菌病患

者
,

单用蔡替芬的效果和氮哩类药物联合皮

质激素治疗的效果相同
。

另一非对照研究结

果暗示
, � � 茶替芬溶液治疗花斑癣有 效

。

茶替芬体外抗白色念珠菌的活性很差
,

但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
,

� � 霜剂每 日涂擦 2

次
,

连续 3~ 4w k
,

证明对皮肤念珠 菌 病 有

效
,

真菌学治愈率为 83 一93 %
,

且治疗结束

Zw k 后的治疗成功率为 73 ~ 77 %
。

副作用

茶替芬的耐受性 良好
,

临床试验未见全

身性副作用
,

尽管一些患者可能出现局部刺

激
,

但无需停止治疗
。

亦有与应用莽替芬有

关 的过敏性接触性皮炎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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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茶
_
碱 临 床 新 用 途

补竺宁德地医第一医院 (福建宁德 356000) 杨俊华 郑金聪

福建
’

;

了

悠地又卫生华佼(福尘宁德 356000) 杨俊高

氨茶碱 (A 幻
l
in o p h yl ill e) 作为支气管扩

张剂
,

临床上主要用于平喘
。

近年来发现该

药又有许多新的应用
。

简介如下
。

一
、

治疗病窦综合征(555)
。

1 9 8 5 年

W at t根据以前的 研究提出了 5 5 5 是腺昔介

导性疾病的理论
,

老年人特别是冠心病患者
,

有心肌缺血
,

局部组织间液
,
户腺昔浓度升高

,

在 已有窦房结病理损害的基础上易引起 555

症状的发生
。

而氨茶碱主要通过拮抗腺营受

体作用而用于治疗
。

1
98

3 年 B endi tt 等用氨

茶碱治疗 ]0 例有反复发作性晕厥
,

伴窦性停

搏
,

房室传导阻滞的缓慢型心律失常的青年

人有良效
。

国内贾锦霞等[
‘」应用氨茶碱治疗

30 例 555 患者
,

氨茶碱 25 恤g 加入 5% 葡
萄糖(G S )soom l静滴

,

静滴 4h
,

每天一次
,

睡前加服氨茶碱缓释片 20 0m g
,

15 ~
3 o d 后

改为 口服氨茶碱 100 m g
,

每日 3 次
,

睡前仍

加服缓释片 200 m g
。 。

并与采用烟 酞 胺及

阿托品的对照组比较
。

结果
:
治疗组近期总

有效率 86
.7% (26/ 30 )

、

昏晕或晕 厥未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