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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比 酮康哇还轻
,

可长期给药 作 持 续 治

疗
,

因此对于全身真菌感染是理想的药物
。

不良反应 迄今已有 � � � � �例病人 接受

了�� �治疗
,

大多数患者对其有较好的 耐受

性
,

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胃肠道反应
,

镬暂的

无症状性肝酶升高发生率为 � � � �
。

给予

曾有酮康哩
、

两性霉素 �诱发肝炎史 的病人

服用 ��  未见肝炎复发
。

��  没 有酮康哇那

种垂体一肇丸一肾上腺轴不 良反应
。

长期大

剂量用药 曾有 � 例低血钾症的报道
。

综上所述
,

伊曲康哇不失为一种新的有

前途的 口服抗真菌病的药物
,

在哪些疾病的

治疗优于酮康哩尚需取得更广泛 的 临 床经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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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性 霉 素 � 溶 液 治 疗 鹅 口 疮

王晓明摘译 张紫洞校

鹅 口疮通常由 白色念珠菌感染引起
。

此

病虽然危害不严重
,

但是常给病人 带 来 苦

恼
。

应注意及时给予适当治疗
,

防止传播到

邻近组织或发展为全身念珠菌感染
,

成为慢

性病
。

本文叙述一例传统治疗无效的鹅 口疮

患者应用两性霉素 �
、

口服液的治疗情况
。

‘

患者 白人妇女�� 岁
,

由于病情的发展 自

�� � �年初出现鹅口疮症状
,

曾试用过许多抗

真菌药
,

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效果
。

起初服用

制霉菌素混悬剂病情好转
,

因病人感到不适

停用
,

改服酮康哩
,

又因患者严重头痛而停

用
。 � � �  年 � 月门诊治疗给予克霉哇糖锭

,

至 �� � �年 � 月病症未见好转后恢复制霉菌素

混悬剂继续治疗
。

�� � �年 �� 月住院期间
·

鹅 口

疮加重
,

传染病会诊医师建议 口服两性霉素

� 溶液治疗
,

药液由 �� � � 注射剂稀释到 � ��

� �灭菌水中配成
,

最终 浓 度�
�

�� � � � �
,

每

日 � 次
,

每次 �� � �含后吐 出
。

治疗 � 天 后
,

舌头白色蚀斑减少
,

病人自觉大大好转而带

药 出院
。

继后 � 个月病人入院及医师随访表

明 � 两性霉素 � 溶液治疗是成功的
,

未有不

良反应报告
。

两性霉素 � 是一种节状链丝菌产生的多

烯烃抗菌素
,

抗真菌高效广谱
。

在美国本品

常静注治疗全身真菌感染
,

外用于表 皮及粘

膜皮肤真菌感染
,

无毒性及刺激性
,

配成混

悬剂稳定而不失效
。

本文还综述了 � � � � �
、

� � �� � �
等应用两性霉素�糖锭

、

片剂及外用

制剂的许多临床研究
,

结果表明本品疗效较

好
,

有关的不 良反应极少
,

对于锭剂和片剂

每天剂量持续数月超过 � � 时
,

有胃肠不适

的副反应报告
,

但随着治疗的停止而易于消

失
。

此外
,

两性霉素� 是无味的 �与制霉 菌

素的令人不快的味道不同 � 可以提高病人的

遵从性
,

且抗菌谱更广
,

对鹅 口疮 患 者 有

利
。

本文还介绍了 �� � � � 等对 口服两 性 霉

素 � 吸收的研究
,

说明本 品的吸收经过颊粘

膜优于胃粘膜
。

药物在酸中不稳定
,

在胃内

也就不稳定
。

作者建议
,

对于其它抗真菌药 治疗无效

的鹅口疮病
,

可 应 用 �
�

� � � � � �两 性 霉 素

�
,

口服溶液是成功的
,

临床上可作为代替疗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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