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外药物对细菌的敏感试验
�

用无菌蒸馏水配

制成每 � �含咄硫霉净��� � �
,

于 �
“

�冰箱保存备

用
。

抑菌试验及杀菌试验均采用�
� � ���� 一� �� �� �

肉汤作试管稀释法
。

使每� �肉汤含一定 量 咄 硫霉

净
,

然后分别于每一试管中加入�。。�个试验细菌
,

于��
�

�孵箱孵育�� 小时后观察结果
。

在含最低药物

量的试管不出现细菌生长则表明该管含毗硫霉净的

微克量�林� � 皿�� 为最小抑菌
�

浓度
,

结果见表 �
。

表 � 毗硫霉净对各种细菌的敏感试验

试 验 菌 种 � �� �件� � � �� 试 验 菌 种 � ��  卜� � � ��

伤寒杆菌

大肠杆菌

绿脓杆菌

枯草杆菌

弗氏志贺氏菌

克氏肺炎杆菌

�
。
�

副溶性弧菌 ��

普通杆形杆菌 �� �

蜡形芽饱杆菌 �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嗜热性芽抱杆菌 � ��

承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
�

�

口���

��,口八七��
�

…
临床治疗

药物剂型
�

试验药物有� �毗硫霉净霜剂
、
�

� ��

和 � �毗硫霉净稀醇溶液
。

病例选择
�

共治疗观察各类癣病患者�� �例 �其

中足癣�� �例
、

体癣�� 例
、

股癣� �例 �
。

治疗方法
�

治疗前所有观察对象均进行临床检

查及损害鳞屑刮片直接镜检为阳性 �部分进行真菌

培养�
,

确诊为癣病的患者
,

然后以毗硫霉净霜或溶

液涂擦患处
,

每日 � � � 次
,

每周或 � 周进行临床

观察并刮片镜检 � 次
,

如未痊愈者继续治疗观察 �

周或痊愈为止
。

治疗标准
�

痊愈
�

临床损害消退
,

局部真菌刮

片镜检阴性 � 未愈
�

部分损害消 失
,

自觉症 状 减

轻
,

但真菌刮片镜检仍为阳性
。

治疗结果
�

治疗体
、

股
、

足癣 ��� 例
,

定 期随

访 � � � 周并资料完整者 �� �例
,

痊愈� � �例
,

、

痊愈

率为�� � , 其中收治足癣� �� 例
,

痊愈��� 例
,

痊愈

率 � �
� � � , 体股 癣��� 例

,

痊 愈�� 例
,

痊 愈率 为

��
�

��
。

痊愈时间最快者 � 天
,

最慢者 �� 天 �个别

� �天� 一般为 � � ��天
。

剂型与疗效的关系
�

长海医 院治疗�� �例 中
,

应用毗硫霉净稀醇液��� 例
,

痊愈 ��� 例
,

痊愈率为

� �
。

�纬, 霜剂 �� 例
,

痊愈�� 例
,

痊愈率 � � �

� �
,

两

者相差不大
�

不良反应
�

在�� �例涂药病人中
,

仅有搔痒加

剧者 � 例
,

局部有刺痛者 � 例
,

局部发生丘疹水疤

者尝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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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试 剂抑 制 内毒素 致 死 作 用 及其毒 性实验

解放军第 �� �医院 吴蒙慧 郑长安 陈树钊 王福美
�

王升毓 刘 形

内毒素所致疾病
,

至今尚无特效药物治疗
,

我

们根据鳖试剂与内毒素在体外— 试管内结合能产

生一种凝胶物的现象
,

进行了赏试剂抑制内毒素致

死作用及其毒性的实验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

一采 材料与方法
、

·
”

鳖试荆 � � � � �
�

厦门市医药研究所 尝 研究

室生产
,

批号
� 。�� ,

每支。
。

�� �干粉制品
。

内毒素
�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精制大肠杆菌

。

� � � � � 一内毒素
,

批号� � �� �一 �
,

每支�� 卜�
�

气

动物二本院动物室饲养
。

家兔体重 �
� �� �

�

�� �
,

一 � � 一



璐祖捧卿��、� ���
,

小白鼠� � � � � �
。

神嘴
一

�一� � � � 对内毒素致死作 用实验

首先给健康家兔耳静脉内注射内毒素
,

找出内

毒素对家兔致死剂量为�的 卜� � � � �表 � �
。

�

表 � 不同荆� 内毒素对家兔的作用

号

�每组 � 只�
� �

�
毒 素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全部存活
,

� 只�� 小时内死亡
,

� 只存活

� 只 � 小时内死亡
, � 只存活

� 只分别于 � � � 小时内死亡
, � 只存活

� 只全部死亡

另取健康家兔 �� 只
,

随机 分 为三 组
,

每 组 �

只
。

�
�

对照组
�

给健康兔耳静脉注射 内毒素� ��

� � � � �
,

结果 � 只家兔在 注 射 后 � � � �小时 内死

亡
,
� 只存活

。

�
�

� � � 治疗组
�
于健康家兔一侧耳静脉注

射内毒素� �� 林� � � �
,

�� 分钟后于另一侧耳静 脉
‘

注

射� � � �
�

� � �� � � �用无热原水稀 释 至 �� � ��
,

结果 � 只家兔全部存活
。

�
�

� � � 预防组
�

先给健康家兔一侧耳静脉

注射 � � � �
�

� � �� � �
,

�� 分钟后
,

于另一侧耳静脉

注射内毒素� �  拼� � � �
,

结果 � 只存活
,
� 只在 �

小时内死亡
。

上述结果表明
,

� � � 治疗组较对照组存活率

明显增高
。

经统计学处理 � � �
�
� �

,

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
,

且 � � � 对内毒素的致死作用有一定的预防

作用
。

�二 � 兰试剂急性毒性实验

取健康小白鼠 � 只
,

由 尾静 脉注入 � � � �� �

�用无热原水稀释 至 �
�

�� ��
,

观 察�� 小时 无 死

亡
。

�三� � � � 亚急性毒性实验

取健康家兔�� 只
,

分成两组
,

每组 � 只
。

�
�

对照组
�

静注生理盐水
,

剂量方法均同实

验组
,

�
。

实验组
�

每三天从 耳 静脉 注入 � � � 。
。
�

�� �� � �
,

连续给药 �� 天后处死
。

两组动物解剖后肝
、

心
、

脾
、

肺
、

肾病理切片

证实无损害
。

�呀�
�

� � � 村家兔谷丙转氛 醉
、

非 蛋

白氮及血 象的影响
。

取健康家兔 5只
,

给药前每隔两天检查一次谷

丙转氨酶
、

非蛋 白氮及血象
,

各作二次
,

取平均值

作为正常值
。

然后每48 小时 于耳 静脉 给L L T o
.4

扭l/ 女g
,

从第二次给药后 的 第 3 天
、

第 7天
、

第

10 4天抽血检查谷丙转氨酶
、

非蛋白氮及血象共三

次
。

结果表明
,

给药前后非蛋 白氮及血象无明显变

化
,

而谷丙转氨酶在给药后明显下降
,

经显著性测

验为0
.
00 1< P < 0

.01,

差异非常显著
。

( 五) L L T 的过敏试验和 L L T 与 内毒

素混合物的过敏试验

取健康豚鼠16只
,

随机分成A
、

B 两 组
,

每组

8 只
。

A 组为鳖试剂过敏试验组
,

B 组为L L T 与内

毒素混合物过敏试验组
。

A

、

B 两组分别连续三次隔日腹腔 注射 A
、

B

药液各。
.
5 m l

,

自第一针起14 日后
,

A

、

B 两 组分

别在腹腔内注射A
、

B 药液各 2 m l
,

结果无喷嚏
、

抽搐
、

休克等过敏反应
,

隔 7 日后
,

再分别于腹腔

注入 2 m l
,

结果 15 分钟内无干咳
、

抓鼻
、

明显 竖

毛等症状
,

更无出现躺卧
、

呼吸困难
、

四肢强硬
、

痉挛
、

虚脱或死亡者
。

注释
: A 药液

:
赏试剂0

.lm l用无热原水稀释

成 1 m l
。 。

B 药液
:
内毒素 (1

.
。协g /支) 用 无热

原生理盐水稀释至 10 m l
,

取 。
.
25 m l 再 加A 药 液

。
.
25 m l

,

混合后于38
O
C 水浴加温使之成胶 冻

,

用

药前将胶冻振开
。

二
、

讨 论

L L T 是赏血细胞溶解物 (即变形细胞) 制 成

的生物制剂
。

堂变形细胞溶解物与微量革兰氏阴性

一 了2 一



菌起凝胶反应
,

是因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成份一内

毒素激活了誉血变形细胞溶解物中的一种酶
,

从而

使可溶性蛋白变成凝胶
,

这种反应极为灵敏快速
,

是定性和定量检测内毒素的可靠方法
。

我们应用L L T 来阻断内毒素对动物的 致死作

用
,

实验结果表明静脉内注入内毒素后 早 期 应用

L L T ,

可阻断内毒素对实验动物 的致 死作用
,

而

且可预防内毒素对机体的损害
。

这 可 能与 L L T 和

内毒素结合反应有关
,

一旦内毒素造成病 理损 害

后
,

L L T 就难以奏效
,

且L L T 用量不 足时
,

也

影响其效果
。

通过毒性实验说明L L T 对动 物毒性较低
,

且

能使家兔谷丙转氨酶明显下降
,

L L T 是否 对谷丙

转氨酶有抑制作用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L L T 是蛋白质
,

对豚鼠过敏实验结果为阴性
。

但对人体的过敏性尚待考查
。

治疗神经痛新药一蛇毒注射液

广州军区总医院 王顺年

我院应用精制的眼镜蛇毒
,

制 成 1
: 10000 的 1 。

病例选择
:
依照实用内科学有关疾病诊断

注射液
,

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
、

慢性头痛
、

坐骨神 标准
,

如血管神经性头痛
,

呈周期性发作
,

多于颗

经痛
、

三叉神经痛
、

风湿痛等
,

经中山医学院等六 浅动脉分支区双侧或单侧
,

痛较剧烈
,

可伴呕吐
,

所医院临床验证
,

临床疗效显著
,

特别对血管神经 常反复发作
,

饮酒
、

月经来潮i.. …等可诱发之
。

又

性头痛
,

疗效更为明显
,

尚未见有任何毒副反应
,

如其它神经支配区疼痛的坐骨神经痛等
。

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

现将制剂工艺
、

临床应用情况 2
.
疗效标准

:
痊愈

:
症状

、

体征全消失
。

显

简要报告如下
。

效
.
症状明显减轻

,

发作次数减少或不发作
,

不服

一
、

制剂工艺 止痛药
。

有效
:
症状减轻

,

发作次数有所减少
,

偶

取精制的眼镜蛇毒1
.
09

,

溶于5000m l生 理 盐 服止痛药
。

无效
:
症状

、

体征无变化
。

水中
,

加热 1 小时
,

放冷后置于冰箱内过夜
,

取出 3 . 用法与用量
:
每 日肌肉注射一次

,

每次 l

贮备液
,

滤除沉淀物
,

滤液加。
.
3 % 的已活 化的白 皿l, 亦可痛点注射

,

30 天为一疗程
,

亦可分 两 期

陶土
,

加热15 分钟
,

用纸浆抽滤
,

滤液加生理盐水至 应用
,

每期20 天
,

用法用量同上
。

1 。
,

0 。。m l
,

用微孔滤膜过滤
,

分 装于 1 m l安瓶内
,

.

4

。

临床疗效分析
:
临床验证主要有六所医院

间歇灭菌 3 次 (80
Oc ) ,

细菌培养阴性即可应用
。

参加
,

系统观察病例4盯例
,

总有效率为81
.
80 %

,

二
、

临床疗效观察
_

具体疗效分析及病种与疗效关系见表 1
、

2

。

表 1 蛇 毒 注 射 液 疗 效 分 析

疗 效 (例数)

参 加 单 位 总 例 数
痊 愈 显 效 有

有 效 率

(% )

76.7

10肠672342

30n253126中山医学院附属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方医院

珠江医院

广州军区总医院 344

了

17 5

4 6 7 1 1 1 2 0 8

1 0 0

7 2

9 6
。
8

6 1
。

5

8 4
。

0

8 1

。

8 0

表 2 病 种 疗 效 分 析

疗 效 (例数)

总 例 数
痊 愈 显 效 有 效 无 效

有 效 率

(% )

月吐月吮n‘,目O‘od户0nUnJ下
二
.

4
�勺1山4

�艺OU一匀叮曰2几口尸刁一勺几O,l司1血管神经性头痛

周围神经痛

风湿痛

合 计

2 31

107

129

467 68 111 208

89 。 6

7 7

。
8

7 5
。
6

8 1
。
8

注
:
周围神经痛包括

:
三叉神经痛

、

坐骨神经痛
。

风湿痛包括
:
关节痛

、

慢性腰腿痛
、

肩周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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