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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我院准备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建议
�
一是要加强护

理人员的临床药学知识培训
,

使护理人员能应用临床

药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

对不合理用药医嘱才能向医

生提出
,

以予纠正
。

二是组成临床药学小组并要有护

士代表参加
,

如果护士提出的不合理用药医嘱有异议
,

可通过临床药学小组来协调解决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

好合理用药的最后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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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普罗宁治疗黄疽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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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硫普罗宁治疗黄疚型病毒性肝炎的疗效及不 良反应

。

方法
�
选择黄疽 型病毒性肝 炎患者

� �� 例
,

随机分成 治疗组 �� 例
,

给予硫普罗宁 �
�

� � 加入 � � 葡萄糖 注射液 �� � �� 中
,

静滴
,

� �
。

对照组 ��

例
,

采用综合治 疗
。

结果 � 疗程结束时
,

治 疗组临床症状
、

体征改善优于对照组 �尸 � �
�

�� �
,

本品明显促进肝

细胞再生
,

降低内毒素对肝脏的损害作用
,

提高自身免疫力
,

恢复肝功能
,

对肝细胞有保护和修复作用
,

未见

严重的 不 良反应
。

结论
�
硫普罗宁治疗黄疽型病毒性肝 炎

,

安全有效
,

值得 临床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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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疽型病毒性肝炎是临床上 常见的传染性疾

病
,

我院自19 99 年 3 月
一 2 0 01 年 3 月在综合治疗的

基础上
,

加用硫普罗宁(商品名
:
凯西莱 )治疗黄疽

型病毒性肝炎 58 例
,

取得满意疗效
,

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病例选择

以选择黄疽型病毒性肝炎 114 例为治疗对象
,

诊断符合 1995 年(北京)第五次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学术会议所定标准红’〕
。

随机分成治疗组 58 例
,

男

32 例
,

女 26 例
,

年龄 22
一
60 岁

,

平均 41 岁
,

其中急

性黄疽型肝炎 34 例
,

慢性肝炎急性发作 8 例
,

慢性

活动性肝炎 7 例
,

慢性迁延性肝炎 5 例
,

慢性重型肝

炎 4 例
。

对照组 56 例
,

男 30 例
,

女 26 例
,

年龄 20
-

61 岁
,

平均 40
.
5 岁

,

其中急性黄疽型肝炎 33 例
,

慢

性肝炎急性发作 8 例
,

慢性活动性肝炎 8 例
,

慢性迁

延性肝炎 4 例
,

慢性重型肝炎 3 例
。

两组性别
、

年龄

分型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5 )

,

具

有可比性
。

1

.

2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均有明显的腹胀
、

腹痛
、

恶心
、

食少
、

高度

乏力
,

有明显的腹水
,

下肢浮肿
,

明显黄疽
、

血清 TB IL
、

sA LT
明显升高

,

凝血酶原活动度(I牙A )均降低
。

1

.

3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综合治疗 (应用六合氨基酸
、

茵桅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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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合剂
、

门冬氨酸钾镁
、

白蛋白
、

口服维生素 B
、

C

、

肌 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
,

肝功能指标基本正常
。

» 无

昔等)
,

治疗组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

加用硫普罗宁(由 效
:
未达到上述有效标准者

。

河南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

每支粉针 0
.
29

,

批 1
.
6 统计学方法

号
:98 1

225
,

哭。团8 )0
.
29 于 5% 葡萄糖注射液 25 0耐 计量资料以 无 士 、

表示
,

用 t检验分析
,

计数资料

中
,

静滴
,

q d

,

l
mo 为一疗程

,

治疗 2 个疗程
。

犷 检验
。

1

.

4 观察项 目
‘

2 结果

临床症状
、

体征的变化
、

肝功能的检测
,

治疗前 2
.
1 两组疗效比较与分析

后查血
、

尿常规及肾功能 (B UN
,

Cr )

,

并观察硫普罗 两组病例在疗程结束时
,

其乏力
、

纳差
、

腹胀
、

腹

宁的不 良反应等
。

痛
、

恶心等临床症状
,

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消失
。

严

1
.
5 疗效标准 格按照疗效判断标准分析

,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9
.

参照卫生部药政局所定(中药治疗病毒性肝炎 7%
,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科
.
3%

,

治疗组的疗效明显

的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中所定标准
。

¹ 显效
:主要 优于对照组

,

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尸 < 0
.
05 )

。

两组

临床症状消失
,

肝功能恢复正常
。

º 有效
:主要临床 的疗效比较及肝功能的变化比较

,

见表 1和见表 2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

32 (55
.
2 )

16 (28
.
6 )

有效( % )

20 (34
.
5 )

为(35
.
7 )

无效( % )

6 (10 3 )
20 (35

.7 )

J
急有效率(% )

治疗组

对照组

58

56

52 (89
.
7 )b

36 (64
.
3 )

两组疗效比较
, x Z

检验
,
‘
P
<
0

.

05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变化比较(
x 士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组

对照组

58

56

794
.
2 士 1 5 3

.

6

7 2 8
.
9
士
1 5 2

.

4

57

_

8 6

治疗后

3 士 3 7
.

8
,
,

,

8

土
4 6

.

3

治疗前 治疗后

236
.
34 士 8 4

.

5 3

2 3 1

.

2 5
士
7 9

.

4 8

4 7

.

1 0
士
2 1

.

8 8
b

8 4

.

3 5
土
3 9

.

4 6

两组疗效比较
,

t 检验分析
, “

P < 0

.

05

2

.

2 不良反应

硫普罗宁治疗的 58 例患者中
,

有 1例患者轻度

皮疹
,

1 例恶心
、

呕吐
,

经对症处理后各不良反应均

消失
。

药物不良反应率为 2/58 (3
,

5 %

)

。

3 讨论

硫普罗宁是一种含游离琉基的甘氨酸衍生物
,

它具有改善肝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

保护肝线粒体结

构
,

促进受损的肝细胞再生
,

降低内毒素对肝脏的损

害作用〔“〕
,

提高
.
自身免疫能力

,

恢复肝功能
,

对肝细

胞有保护和修复作用 汇’」
。

本组应用硫普罗宁治疗

黄疽型病毒性肝炎
,

仅有 1例出现轻微的过敏反应
,

l 例胃肠道反应
,

未见其它严重 的药物不良反应
,

本

品在改善临床症状
,

保护肝细胞膜
,

促进肝细胞再生

明显优于对照组
,

因此硫普罗宁用于治疗黄疽型病

毒性肝炎疗效好
,

副作用低
,

值得临床上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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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9 7 页 ) 一类药物不适合儿童及少年使用
。

¼ 氨基提币
二

类药品由于其耳
、

肾毒性和神经毒性较大
,

其购药金额比例分别为 7
.
的%

、

3

.

53 %

、

0

.

53 %

,

下降趋

势比较 明显
。

½ 大环 内醋类药品所 占的 比例为

2
.
92 %

、

2

.

58 %

、

6

.

08 %

,

这类药品中的罗力得
,

阿奇霉

素等以前因为药价较高
,

使用较少
。

2 (X) 1 年国家抗对

抗生素的大幅度降价
,

使得其广谱
、

高效
、

低毒的优点

显现出来
,

使用逐渐广泛
。

阿奇霉素在 入刃1 年前从未

进人前 20 位
,

到2田1年一跃排人第 8 位
。

¾ 从表 3 看

到大扶康
,

去甲万古霉素的比例逐渐上升
,

除了真菌感

染上升以外
,

也不排除部分抗生素滥用以后造成假膜

性肠炎等二重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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