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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 �� 只家兔对� ��进行支气 营 造

影的实验研究
,

并以 �� �复方泛影葡胺注射

液用�� 只家兔作对照
,

进行 � 线显影观察 及

病理分析
,

探讨二者对支气管造 影 的 落用

性
、

安全性以及动态变化
。

材 料与方法

用健康家兔 �日术大耳白兔 �� �只
,

平均

重 �
�

� � �
。

分为� �� 实验组和�� �复方泛影

葡胺对照组
,

每组各�� 只
,

再各分三小组进

行配对
。

后者用作对照观察
。

用 � �戊巴比

妥钠进行耳 边 缘 静 脉 注 射 麻醉
,

剂量为

�
�

� � �� � �
,

造影前先拍正位胸片
,

以 便作

比较
。

随即川 �
一

号导管经兔 口腔在显示器显

示 下插管至支气管分又之少
,

各组分别注入

上述两种造影剂 �
�

� � �� � �
,

待各支气管显

示满意时即刻摄片
。

随后分别于 � �
、

� �
、 ‘

��

及 � � � � �� 各摄片一张
,

以便观察造 影 剂 的

吸收排出情况及肺部变化
。

� 对 ��� 只 � 于

造影后 � 小时杀死解剖
, � �对 ��� 只� 于造

影后 � 小时杀死解剖
, � 对 �� �只 � 于造影

后 � 天杀死解剖取全肺 观察肺大体变化
,

用

��  福尔马林固定
,

石蜡切少专
一

,
� � 染 色

,

显微镜观察
。

结 果

一
、

� 线表现 �见表 � 一 � �

从表 � 可 以看出
,

立刻片 在 � �� 组��

只的支气管均显示 良好 �表 � �
,

无一例进

入肺泡形成融介影
� ��百�� �复方泛影葡胺组

仅 � 只 的支气管显示良好
,

�� 只迅速进入肺

泡形成片状融合影 �表 � �
。

经 统 计 学处

理
,
�

“ 二 ��
,

� � �
�

��
,

两组相 差 非 常 显

著
,

说明� ��组支气管显示明 显 优于 �� �

复方泛影葡胺组
。

表 � �� 只家 兔支气管造影
一

主刻片

的 � 线表现

组别 支气管树显示良好 片状融合影

������ ��组

�� �复方泛影萄胺组

合计

� �

� �

表 �

竺��别

� �只 家兔支气管造影� �分钟

后 的 � 线表现

蝶翼状阴影 网状模糊影

� �� 组 � � �

�� �复方泛影萄胺组 �� �

合 计 � � � �

表 � �� 只 家兔支气管造影 �� 分钟

后 的� 线衣现

、

组别 蝶翼状阴影 网状模糊影

��� 组 � ��

�� 纬复方泛影萄胺组 �� �

合 示卜 � 了 � �

从表 �
、

�
、

� 中可以看出
,

支气管造

影后 的动态变化
,

� � � 组蝶翼状阴影仅 �

只
,

网状模糊影 �� 只
� 而�� �复方泛影葡胺



� � �总� � � �

良�

药学情报通讯� � � �年第 � 卷第 � 期

� �只家兔支气管造影 �� 分钟

后的� 线表现
泡腔内有嗜

伊红物质
。

组别 浅淡蝶翼状阴影 浅淡模糊影

� ��组 � � �

�� �复方泛影萄胺组 �� �

合 计 � � �  

组蝶翼状阴影却有 �� 只
,

网状模糊影仅 � 只

�表 �
、

� �
。

经统
·

��学处 理
,
�

“ � � �
·

� �  ,

�� �
�

��
,

两组相差非常显著
,

说明 � � � 复

方泛影葡胺用于支气管造影极易进入肺泡
,

致支气管大多数不能清楚地显示
。

表 � �� 只 家兔支气管造 影 �� �

分 钟后胸片与平片较比

表切面呈

暗红色片

状淤血斑

散在分布

表切面呈

暗红色大

片状甚至

双下
,

全

肺叶淤血

斑

有较多红

细胞及淡

兰色物质

肺间质及

肺泡月空均

有散在中

性细胞浸

润肺抱腔

有散在淡

兰色物质

呈淡兰色

分布均匀

组别 肺部阴影基本消失 肺部阴影部分消失

� ��组 � � � �

��  复方泛影葡胺组 � ��

合 计 ��  �

从表 � 可 以看出
,
� � �组肺部阴影基

本消失 �� 只
,

部分消失�� 只 � ��  复方泛影

葡胺组基本消失 � 只
,

部分消失�� 只 �图 �

� �
。

经统计学处 理
,

�
“ � �

�

� � � ,
� �

�
�

��
,

两组 相差不著
,

表明两种造影剂在肺

部吸收相差的速度无明显差异
,

这可能与哪
察时间较短有关

。

二
、

病理检查结果 �见附表 �

两种 造影剂肺部组织 病理对照衣

呈 淡 红

色 � 分布

均匀 �一

只并发大

叶性肺炎

呈灰色肝

样变�

正常肺组

织

肺毛细血管

显著扩张
,

充血
,

肺抱

腔广泛充满

红细胞
,

间

有少许中性

细胞
,

亦有

嗜伊红物质

有少数肺抱

壁 充 血
。

�一 只双肺

泡腔充满炎
�

比细胞�

��
,
�践��

,一

肺大体标本所见 显微镜下所见
时间

� � �
� �丝
泛影

复方
葡胺

� � �
� ��复方
泛影葡胺

表切面呈 表切面呈

暗红色
,

暗红色
,

片状斑点 大片状淤

状 淤 血 血斑
,

范
� � 斑

,

范围 围较大

较小

肺泡壁毛

细血管轻

度扩张充

血
,

中性

细胞浸润

肺泡腔散

在中性白

细胞
,

少

数肺抱腔

肺泡壁毛细

血管显著扩

张
、

充血
、

中性细胞浸

润
,

肺抱脏

广泛充满红

细胞
,

间有

少许中性细

胞
,

部分肺

三
、

临床应 用

临床使用 � � � 造影已 � �� 例
,

另 性��

例
,

女性 �� 例
,

年龄最大�� 岁
,

�

最 小 � 岁

半
。

用于支气管造影 � �� 例
,

其 甲肺癌 � 例
,

支气管扩张�� 例
,

肺不张 � 例 �上述病例已

经手术证明 �
,

漫支炎 � 例
,

左肺发育不全

� 例
,

正常�� 例
。

此外
,

还有腹壁窦道廖管

造影 � 例
,

双侧输卵管 造 影 � 例
。

显 影 时

间一般能维持在��  �� � �� 乙 问
,

显 影 良

好
,

造影 � � �后
,

经摄片对照无甚差异
。

表

明� � �吸收快
,

不损害肺组织
,

有利 于 重

复检查和及时手术治疗
。

讨 论

一
、

支气管 的显示情况
�
用 � �� 的� �

只家兔支气管树均显示 良好
,

·

最初无一例形

成肺泡融合形
,

支气管最佳充盈时间 � � ��

分钟
,

完全可以从容摄片
。

��  复方泛影葡

胺在文气营内流动快
,

极易进 入肺泡
,

本组

�� 只家 兔有 �� 只 � ��  � 迅速形成双肺融合

影
,

在支气管的最佳充盈时间仅有 � 秒钟
,

� 分钟后造影剂几乎全部进入肺饱
。

动态观

察表明� ��组仅一例 有蝶 翼 伏 阴 澎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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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泛影葡胺组有拓例
,

这是因为 � ��

极少进入肺泡
,

支气管内的造影剂大部分可

咳出或吞入食道及 胃
,

� � �组 有 �� 例见 食

道及胃显示
,

而�� � 泛影葡胺组无一例食道

及胃显示
,

这说明� �� 虽然基不戍份与� ��

泛影葡胺无异
,

但支气管造影剂 与单纯的复

方泛影葡胺由于制剂的其他性能不同
,

所以

用于支气管造影却有显著 的差另��
,

前者支气

管显示良好
,

最佳影像时间较长
,

很少入肺

泡
,

后者则相反
。

二
、

组织学改变
�
� ��和 �� � 复方泛

影葡胺 引起的细胞反应是一致的
,

都是一种

刺激性细胞反应
,

只不过轻重程度不同
,

都

具有可复性
,

这是因 勺二者基本成份相同
,

轻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 ��加入赋形剂
,

增

加粘稠度很少进入肺泡
,

易咳出或吞入食道

和胃
,

且刺激性小
,

因此肺组织反应较轻
。

� 小时肺组织镜检肺泡腔仅有少许红细胞
,

炎性细胞及散在淡兰色物质
, �

一

叮无嗜伊红物

质
。

淡兰色物质可能为加入的赋形剂
,

造影

一周后标本切片镜检未 见北物质
,

说明短期

内已完全吸收
。

而�� �复方泛影葡胺迅速充

盈肺泡
,

难咳出
,

且刺激性大
,

因而肺组织

反应较重并有明显水肿
。

� 小时
、 � 小时肺组

织镜检肺腔充满红细脸
,

少许炎性红细胞及

嗜伊红物质
。

仗组中造影一周后解剖检查及

镜检
,

� � �组织 已恢复正常
,

而对照组仍有

轻度反应存在
,

一例并发大叶性肺炎考虑为

偶然发生
,

一

可能与造影剂无关
。

在病变的
�

�全布上
,

所有病理标本均为下

叶的病变比上叶严贡
,

多数家兔的下叶后部

最为 严 互
,

尤 其 是�� � 复 方泛影葡胺组

�场 � 却�
,

肺脏最外侧缘及 上叶上部病变

一般比较轻微或正常
,

此与造影剂多进入下

肺有关
。

肺脏实变沿血管及支气管分布
,

这

种病变在� 线上多显示为两肺 中野甲
,

外 带

大片状阴影
,

类似蝶翼伏
。

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

用 � � �作支 气 管

造影效果好
,

对肺无损害
,

不产生肺水肿
,

排出吸收快
,

肺内无存留
,

克服了碘化油和

钡胶浆进入肺泡后难吸收而易发生肉芽肿和

拖延手术时 间等缺点
。

三
、

� ��临床试用支气管造影效果好
,

显影清晰
,

吸收快
,

使用方便女全
。

还
一

可用

于窦道赓管
、

子宫输卵管造影
,

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应用
。

参 柏 油 涂 剂 的 临 床 应 用

解放军� � �医院 赵树红 徐金兰

参柏油外用涂剂是 以中药为主制成的新

型外用药物
,

经临床验证
,

该药对耳
、

鼻
、

面部的脓疮
、

疥疮
、

疖肿 等病症的治疗效果

较为显著
,

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处方及制备方法

�
�

处方 苦参场 � ,

黄 柏� � �
,

枯 矾

�� ,

冰片 � �
,

香油� � � � �
。

�
�

制备 � 先将苦参与黄柏用砂锅文

火培干
,

研末后过 �� 。目筛备用
。

� 枯矾 �明

矾在砂锅 内培干 � 用乳休研细过 �幼 目筛 后

与苦参黄柏粉混合
。

� 将香汕放在铁锅 内加

热煮沸
,

将混合药粉放入油锅 内搅 匀
。

�将油锅端下
,

待冷却至室温时 �一般

�� ℃ �
,

将研细的冰片放入
,

搅 匀 装 瓶 备

用
。

二
、

使用方法

局部消毒后
,

将油涂于患部
,

面部涂后

可用纱布包封
,

鼻�� 及外耳道涂药后
,

可用

棉球堵塞
。

用量根据脓疮大小而定
,

每日一

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