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理药物治疗
·

氨 基 酸 注 射 液 在 烧 伤 治 疗 中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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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 � � 月我科救治 的 � 名 危 重

烧伤病人输入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

研究所配方
、

北京制药厂生产的�
�

��  �! 种

复合结晶氨基酸注射 液 �含氮 �
�

�� �
,

取

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

病人皆治愈
,

观察一个

月
,

血浆总蛋白
、

白蛋白除第三周 略 降 低

外
,

其余皆升高
。

血色素持续升高
。

血尿素

氮在二周内变化不大
,

自第三周开始明显下

降
,

�� 小时尿尿素氮前三周排出增加
,

第 �

周减少
。

转氨酶
、

血糖及钾
、

钠
、

氯等无显著变

化
。

氨基酸检查除组
、

谷
、

甘氨酸外
,

全部

显示第三周水平最高
,

第四周水平最低
。

典型病例介绍

例一
�
石永龙

,

男
,

�� 岁
,

农民
。

� � � �

年 � 月�� 日因代氧化碳中毒昏倒于 炉 上 烧

伤
,

总面 积 ��  
,
�

“

��  
,

右前臂肌肉坏

死
,

右胸壁深达肋骨及肋间肌
,

有明显血色

素尿
。

入院后第四天因输入污染血而出现输

血反应
,

体温高 达��
�

�
,

心率�� �次以上
,

然后病人持续 � 天低温
,

幻听幻视
,

澹语不

断
,

血培养为大肠杆菌
。

经综合措施治疗后

控制了败血症
,

分别于 � 月 � 日
、

� 月 � 日

行创面剥痴植皮
。

食欲极差
,

在伤后三周内

平均每 日进食之总热量 只有� �� 千卡
,

蛋 白

质为 �
�

�� 克
,

氮为�
�

�� 克
,

以致明显消瘦
,

低蛋 白血症 �总 蛋 白 �
�

�� � �
�

�� 克
,

白 蛋

白 �
·

� �一 �
�

� �克�
。

此期间的营养 主 要 靠

静脉高营养维持
,

平均每日输全 血�� � � �
‘

葡萄糖�� �克
,

氨基酸� � � 。毫升 �首次为� ��

毫升 � 日
,

最多为 � �  �毫升� 日
,

维持了较好
� 营 养 室

的营养状态
,

食欲渐恢复
,

共行 �� 次植皮手

术
,

皮片成活好
。

共用氨基酸�� 天共�� 瓶
,

停止输入氨基酸后 � 天复检血浆蛋白为 �
�

��

克
,

白蛋白为 �
�

�� 克
。

伤后 �� 天创面基本愈

� 卜

口
�

例二
� 王炳生

,

男
,

�� 岁
,

工人
。

� � � �年

� 月 � � 日因炼钢炉喷火而烧 伤
,

总 面 积 ��

�
,

�
“

��  先后行胸及四肢切痴植 皮 术
,

残余创面邮票植皮术共�� 次
,

平均每日经 口

摄入热量 � � � �千卡
,

蛋白质� �
�

�克
,

氮�
�

��

克
。

自伤后第三天开始给予静脉高营养
,

平

均每日给氨基酸� �� 毫升
,

葡萄糖 � �� 克
,

全

血 �� �毫升
,

此外经胃管注入要素饮食 �
�

�� 克

� �� �克
,

维持了较好的 营 养 状 况
。

共 用

氨基酸�� 天
, ��� 瓶

、

输氨基酸前血浆总 蛋 白

为�
�

�� 克
,

输入第 � 周达 �
�

�� 克
,

白蛋 白从

�
�

�克升至�
�

�克
,

血色素从�
�

�克 升 至 � �
�

�

克
,

皮片成活良好
,

伤后�� 天创面 基 本 愈

� ‘
、习 �

例三
�

王新玉
,

男
、

� �岁
,

农民
。

� � � �年

� 月 �
�

�日因砖窑喷火而烧伤
,

总面积 �� �
,

�
“

��  
,

每日高烧 ��
�

� 以上
,

伴腹 泻
,

每

日 � � � 次
,

持续�� 天
,

为脓 血 便
,

镜 检

红
、

白细胞满视野
,

多次大便培养为鼠伤寒

杆菌
。

用黄连索
、

� � �
、

氯霉素等治疗
,

但

于第 �� 天又出现伪膜性肠炎
,

经过红霉素和

万古霉素治疗
,

同时禁食一周
,

症状渐被控

制
。

由于持续腹泻
,

影响进食
,

平均每 日只

能经 口获得热量 � � � �千卡
,

蛋 白质 �� 克
,

氮

�
�

�克
,

而且由于腹泻严重
,

又不能应 用 要

素饮食
,

其营养来源主要靠静脉高营养
,

每

日输入氨基酸 � � � �毫升
,

共用�� 天
,

�� 瓶
,



葡萄 糖 � � �一� � � 克
,

全 血 � � � � � � � 毫 升
,

经静脉每日可获得热量� � ��千卡以上
,

氨

基酸� �
�

�克
,

氮 � �
�

�克
,

不仅保证了腹泻期

间的营养 �输前血浆总蛋白为 �
�

�� 克
,

白蛋

白为 �
�

�克
,

输后分另��上 升 至 � 二 �克与�
�

�

克 � 而且经受了先后 � 次的切痴与 植 皮 手

术
,

皮片成活 良好
,

伤后朽天全身创面基本

愈合
,

�� 天痊愈出院
。

输注氨基酸溶液的体会

一
、

保证 了烧伤病人氨基酸的营养摇要

烧伤后基础代谢 率 较 原 来 增 加 �� 一

�� �热量需要增至 �� 一�� 千卡� 公斤
,

时 间

可 长 达 �� 一 �� 天
,

而且氨基酸不易合成蛋

白质
,

常作为尿素氮排出体外
,

烧伤后每日

丢失氮 �� 一 �� 克
,

伤后第一周仅仅渗出液

每 � �面即积丢失氮 �
�

� 克
,

损失量可达失

氮总量的 �� 一 ��  
,

合并感染时更加重超

高代谢
,

热能入不抵出
,

又会分解体内蛋白

质
,

用一部分氨基酸来合成葡萄糖以供热能

需要
。

胰高血糖素也会促使氨基酸生成葡萄

糖
,

肾上腺机能亢进还会 使 尿 氮 排 出 增

加
。

再加上病人食欲不振
,

经 口摄 入 量 减

少
,

伤后 胃肠功能紊乱
,

吸收 更 少
,

体 液

免疫消耗一部分氨基酸以合成抗体
,

所有这

些因素都迫切需要补充大量氨基酸以期使病

人尽快转为正氮平衡
。

� �种复合结晶氨基酸不仅包括了全部必

需氨基酸
,

而且还含有 � 种非必需氨基酸
,

是当前国产包含氨基酸成分最多的一种
,

在

保证烧伤病人营养需要方是独具价值的
。

经

我们 � 例实践证明
,

使病人营养改善
,

血浆

蛋白和血红蛋 白上升
,

创面愈合加快
,

经 �

一 � 个 月 便达到创面基本愈合
。

以前凡老

年人烧伤或食欲极差的病人往往预后不良
,

而有了氨基酸注射液
,

则营养得到保证
,

特

别例一及例三尤显氨基酸注射液优越性
。

·

全

部病例治疗成功虽是综合治疗的结果
,

但我

们认为氨基酸对某些病人来说还是起到特殊

作用的
。

二
、

未见不良反应

既往我们在治疗大面积烧伤病人时
,

由

于无国产氨基酸
,

进 口氨基酸又很难得到
,

在需要补充氮时常常不得不输入水解蛋白
。

水解蛋白是酪蛋白经水解后除去一部分非必

需氨基酸
,

补充一部分必需氨基酸而制成的

水溶液
,

含氮量只有 �
�

� 一 �
�

� �
,

不仅含

氮量低
,

而且相当一部分病入输后易产生发

热反应
,

反而增加了病人的负担
。

我们先后

输了��� 瓶 �� 种氨基酸注射液
,

无一例 输 液

反应
,

对肝肾功能无不 良影响
,

亦未见其他

副作用
,

因此我们认为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是

可靠的
。

三
、

氨基酸与氮在血中的变化与下例 因

素有关

�一� 烧伤后血浓缩‘ 我们大多是在伤

后 � � � 天采血作为输前氨基酸对 照 值
,

此期创面渗出多
,

大量丢失 氮
,

血 中氨 基

酸绝对值肯定降低
,

但由于血浓缩造成了输

前氨基酸值较高的假象
。

�二 � � 度多
,

切

痴植皮手术次数多
,

氨基酸数值低
,

如王炳

生除谷氨酸上升外
,

余皆下降
,

而陈元昌没

有 � 度
,

治疗后氨基酸普遍升高
。

�三 � 伤

后三周内
,

创面多
,

感染重
,

消耗大
,

食欲

差
,

摄入少
,

超高代谢在此期最为明显
,

因

此在这个阶段补充氨基酸也最为必要
。

本组

病例连续输入至第三周血中氨基酸达最高水

平
,

第四周水平最低
,

可能与下述 � 因素有

关
� � 停止输液

,

补充氨基酸减少 � � 此时

蛋白质合成加速
,

消耗氨基酸增多
。

这一结

果与血浆蛋白第三周最低
,

第四周最高情况

相符
。

临床亦证实第四周左右创面 修 复 加

快
,

一般情况明显好转
。

�四� 伤后由于分

解代谢处于优势
,

’

肾功能不同程度受损
,

所

以血中犀素氮明显升高
,

尿中排出尿素氮较

少
,

并未因输入氨基酸引起血和尿的尿素氮

上升
,

至第四周由于合成蛋白加速
,

血和尿



的素尿氮都减低
。

四
、

输入途经以中心静脉为好

因为氨基酸注射液的渗透压高达 � �  �毫

渗量�公斤水
,

明显高于血浆渗 透压
,

因 此

利用周围静脉输液很易产生水肿 �这种水肿

� 一 � 天可 自消 �
。

我们有二例多次发生这

种情况
,

此后改用中心静脉输注则未见任何

不 良反应
。

活性炭对药物的影响及其解毒的应用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药材科 罗国平 全 山丛

活性炭 �� � �� � � �� � � � � �  ! � �� 是一 的体外吸附
、

口服活性炭对药物体内过程的

种常用的吸附剂
,

在医药学上很早 就 有 应 影响和在治疗药物中毒的应用作一介绍
。

用
。

近二十年来
,

经 口服活性炭对药物体内
。和。

。。 , 。、 、二 洋、 � 二。、 , 二
二 。二 一

、

活性炭对药物的体外吸附作用
过程影响的研究

,

发现活性炭不仅可在胃肠 一
,

叫二。月。 , 叮 , 汀 , �� 。 � 卜。

道吸附某些药物分子
,

�夸低药物的吸收
,

还 活性炭外观为一种无臭无味
、

黑褐色轻

可增加体内药物的消除
。

根据这种论点
,

用 松的粉末
,

本身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

一般

口服活性炭法解救某些药物中毒
,

在临床上 为 �� � � � �� �
“

� �
,

甚至 有高达 � �� � �
“

� �

已有成功
。

在制药和制剂工作中主要应用活 者
。

早期的资料指出
,

活性炭在体外可对多

性炭吸附
、

除去杂质
,

而在临床上多将其用 种药物产生吸附
。

不同药物在体外能被吸附

作止泻药
。

本文仅就国外研究活性炭对药物 的最大量也有一定差异 �表 � �
。

表 � � � � � 活 性 炭 的 体 外 吸 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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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试验证实
,

活性炭在体外对右旋

苯丙胺
、

伯氨唆啦
、

扑尔敏
、

秩水仙碱
、

苯

妥英
、

阿司匹林
、

碘
、

苯酚
、

丙氧吩
、

扑热

息痛
、

蔡经心安
、

优降糖
、

甲磺丁腮
、

氨磺

丁脉
、

氯磺丙豚
、

甲磺氮聋脉
、

毗磺 己腮有

良好的吸附性能
;
在阿的平

、

导眠能
、

水杨

酸甲醋
、

眠尔通
、

氯丙秦
、

奎宁
、

氯唆
、

奎

尼丁也能吸附; 但对硫酸亚铁
、

马拉硫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