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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药新用

老 药 新 用 治 疗 支 气 管 哮 喘

空军锦州 院双�械科 �锦州 �� ���� � 部桂珍 唐立 尧

一 硝苯叱吮 � ��� � ���� �

本品为钙通道阻滞剂
,

用于防治冠心病
、

心纹痛
、

高血压等
。

近年临床研究表明
,

本品

对支气管哮喘有一定的治疗 价 值
。

何 友 作

等 �‘� 报道治疗支气管哮喘 � �� 例
,

以双盲法

观察疗效
,

治疗组
,
口服硝苯毗陡 �� � �

,

每

� 小时� � 小时一次
。

对 照 组
,

口 服氨茶碱

�
�

�一 �
�

� � ,

每 � 小时一 � 小时一次
。

两组均

治疗 �� 天
。

结果
�

治疗组显 效 �� 例
,

有效

� 例
,

无效 � 例
,

有效率为 � �
�

� �
。

对照组

显效 �� 例
,

有效 �� 例
,

无效 � � 例
,

有效率为

��
�

� �
。

两组有显著差异
。

口前有些学者指出�犷
十

在哮喘中起主要

的作用
。

哮喘发作时
,

气迫平滑肌细胞内
� �

� �

浓度通过各种途径增加而 引起支气管痉

孪
。

钙通道阻滞剂通过阻 止 � �
� �

跨膜内流
、

抑制细胞内贮存� �
� �

释放
、

降低细胞膜钙通

道数量和敏感性
,

使细胞内 � �
� �

浓 度降低而

发挥平喘作用 �� 
。

二
、

级哇 � � � �� �

为抗疟药
,

主要对疟原虫的红内期起作

八�
,

能有效地控制疟疾症状发作
。

张成笃

等 �� 二次试验用本
�钻治疗支气管哮 喘 共 ��

例
,

第一次试验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 例
,

观

察组 口服氧唆 �
�

� � � � 次
,

每日 � 次
,

症状消

火后 �一 � 个月仍依上法服用
,

第 �一 � 个月

减半量
,

并服清肺汤
。

对照组 口服强的松

��  �
、

氨茶碱 �
�

� �
,

均每 日 � 次
,

或静滴

氮茶碱 。
�

� 弓� � � � � 天
,

氛化可的松 � �� 一

� � � � � � �
。

第二次 试验治疗顽 固 性 哮 喘

� � 例
,

治疗方法同第一次试 验
。

结 果 � 周

时哮喘缓解率 � �
�

� �
, � 年时为 � �

�

� �
。

缓

解率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 � �
�

� � �
。

第二次试验临床 缓 解 �� �
。

� 年者 �� 例
,

占

� �
�

��
,

疗效与投药剂量及治疗时间有关
。

本品剂量不易过大
,

对心肌病变
,

肝功能低下

及贫血者应慎用或禁用
。

三
、

翔基� 酸钠 � � � �� � � � ��� ��

本品为静脉麻醉剂
,

主要用于全身麻醉

和诱导麻醉
。

刘知勤等 �’� 报道用本品 治 疗

抗生素
、

激素
、

止喘药等治疗无效的支气管哮

喘患者 � 例
。

� 例哮喘持续状态患 者首次静

注 �
�

� � 经基丁酸钠 �� 分钟注完 �
,

以后每

日静滴 �
�

� � �
�

� � �加入葡萄糖或生理盐水

�� � � � 内�
,

用药后 � 小时哮喘终止者� 例
,

�� 小时
、

� � 小时哮喘终止者各 � 例
。

另 �例

每日静滴 �
�

� � �
�

� � 经基 丁 酸钠
,

用 药后

�一 � 天哮喘终止
。

治疗过 程 中 � 例 出现 头

晕
、

恶心
, � 例伴有呕吐

,

肌注 � � �一 � 后症状

消失
,

余者未见不 良反应
。

四
、

硫酸镁 � � � � � � �� � �� ��� ��

本品为泻药
,

近年来报道可治疗心纹痛
。

海镇环等
‘� �报道用共治疗支气管哮喘

,

治疗

方法
� �� � 硫酸镁 �� � � 加入 � � 葡 萄 糖

氯化钠注射液中静滴
,

每分钟 切 滴
,

每 �」 �

次
。

症状休征消失后维持 用 药 � 天
,

应 用

青霉素 �� 万 � 叭注
,

每 日 � 次
。

停用氨茶碱

及激素类药物
。

治疗中密 切观察 血压
、

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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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呼吸变化
,

治疗前作 � �� 检查
。

疗效观

察 �一 � � 天
,

平均 �
�

� 天
,

有效率为 � � �
, �

例无效 �仅 � 天治疗 �
,

因不能配合而停止
。

其作用机痊可能是镁离子激活腺着环化酶使

细胞内� �� �的浓度升高
,

有效地松弛支气

管平滑肌
, 同时镁能扩张小 � 和毛细血管

,

改善微循环
,

减轻肺放血
,

降低心脏后负荷
,

间接地改善呼吸功能
,

纠正缺氧状态
,

对支气

管哮喘有利 �� �
。

五
、

利他林 � ��。 ���

本品为拟交感神经兴奋药
,

临床上主要

用 于治 疗 脑 功 能轻 微 失 调 和 发 作 睡 病

等
。

郑孝甫 �� 报进用其治疗支气管 哮 喘 ��

例
,

患者曾用异丙肾上腺素和氨茶碱常规治

疗无效
,

病程为 � 个月� � 年
,

其中属于过

敏型 � 例
,

感染型 � 例
,

混合型 �� 例
。

治疗

方法
�

利他林 � � � 加入 ��  葡萄糖液 �� 一

�� � �中
,

缓慢静注
,

以后再用 �� � �� � � 加

入 �� � 葡萄糖液 ��� � � 中静滴
,

每日 �次
,

疗程 � � � � 天
。

结果
�

显效 � 例
,

好转 玛 例
,

无效 � 例
,

有效率为 � �
�

� �
。

六
、

氮胺酮 � � �� � �� 。

为 排巴比妥类静脉麻醉剂
,

主要用于各

种小手术麻醉和作为其他全身麻醉诱导剂
。

� �� � � � � �
�

� � � � � � � �报告 ‘“� � 例 因 哮

喘发生呼吸衰竭的患儿
,

常规治疗无效后
,

持续输注氯胺酮治愈
。

由于氯胺酮能刺激涎

脉
、

气管和支气管粘液腺分泌增加
,

为保持呼

吸道通畅
,

最好同时作气管插管
。

其作用机

理是拟交感的作用
。

七
、

山苗芸喊 � � ��� � � � ���。

本品为阻断 �
一
胆碱受体 的抗胆碱药

,

主要用于感染中毒性休克
、

血管性疾患
、

平滑

肌痉挛
、

眩晕病等
。

孟磊等 �� 报道用山食若

碱治疗支气管哮喘持续状态 � � 例
。

治疗方

法
� 山蓑营碱 �� � ��� � � 加 入 �� � 葡萄

糖液 �� 一�� � �中缓慢静注
,

过 �� 分钟左右

如不缓解可重复使用 � � � 次
,

待哮喘状况改

善后
,

则继续采用综合措施维持治疗
,

并 子

每晚睡前口服山岌著碱 � � � � �或静注一次�

一周
,

以巩固疗效
。

结果
�

�� 例中显效 �

例
,

有效 �� 例
,

有效率为 � �
。

� �
。

其作用机

理可能是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

增加肺循

环的血流速度
,

减轻支气管粘膜水肿
,

从而达

到止喘作用
。

八
、

甲氰咪肌 � �� � ��� �� �

为组胺 �
� 一

受体阻滞剂
,

临床主要用于

治疗十二指肠溃疡
、

胃溃疡
、

上消化道出血

等
。

殷跃辉等�� �报 道 用 甲氰咪肌 治 疗 支

气管哮喘 �� 例
,

治疗方法
� 甲氰咪肌 �

�

� �
�

� � 加入 � � � 葡萄糖液 � � � �中静注
,

结

果哮喘组 �� 例
,

显效 �� 例
,

有效 �� 例
,

无

效 � 例
,

总有效率为 ��
�

� �
。

喘支组 �例
,

有

效 � 例
,

无效 � 例
,

总有效率为 �� �
。

副作

用
� � � 例中发生皮疹 � 例

,

头昏 � 例
, � 例

老年喘支患者给药 �
。

� �
,

发生过敏性休克
,

故对
一

艺年患者要慎用
。

九
、

碳酸氮钠 �� � ��� � 团 。� �� � � 几� �

本品为抗酸药
,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胃

酸过多
、

消化不 良
、

代谢性酸血症
、

高血钾

症
、

感染中毒性休克等
。

据报 道 �� ‘

�� 例 支

气管哮喘持续状态患者
,

除 � 例用药 � 次外
,

其余均用药 � 次后哮喘持续状态得以控制
。

治疗方法
� � � 碳酸氢钠液 儿 童 每 次 � �

� � �� �
、� ,

成人每次 � � � � � � � � �加入 � �一

� � � 葡萄糖溶液中静滴或缓慢推注
。

其作用

机理可能是碳酸氢钠进入肺循环后
,

提高渗

透压
,

达到扩容作用
,

从而使微循环得到改

善
,

解除支气管平滑肌痉挛
,

对
一

肾上腺素的阻

抑作用
,

而使支气管哮喘持续状态得以控制
。

�
、

维生素 �
。

V i t
a m i n K

。

本况
:
为止血药

,

临床上主要用于凝血酶

原过低症
、

维生素 K 缺乏症
、

新生儿自然出

血症的防治等
。

刘家秀等〔’“〕报道用本品肺俞

封闭治疗支气管哮喘
。

治疗方法
:
对 40 例支

气管哮喘患者 (病程 1一23 年 )
,

在两肺俞穴位

各注入维生素 K
38 m g

,
8 小时~ 10小时后症

状仍不缓解可在一侧肺俞穴重复注射 8 n
l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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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天为一疗程
。

结果
:
显效 23 例

,

好转 14

例
,

无效 3 例
,

总有效率 92
.
5%

。

12 例肺

功能动态观察取 得 一 定 的 改 善
,

治疗 后

30 分钟
,

各项功能测定均值经统计学 处 理

(P < 0
.
05 )

。

另据报道用维生素 K
。

取定喘

穴
、

足三里治疗支气管哮喘也取得较满意的

疗效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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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水 仙 碱 的 临 床 新 用

湖南劣荣军柬复医院 田 风英

犷收不 压
一

二‘又’又{七(}万介 72’娇0 0 ) 不乞才凡J针

秋水仙碱 (秋 水 仙素
,

C ol
c

lli ci
二

帅
,

心O找) 是 仄百合科植物秋水仙球茎和种子
中提得的一种生物碱

。

我国无秋水仙资源
,

主要从云南产的百合科另一 属 植 物 丽 江 山

慈菇中提得
,

为淡黄色可溶于水的结晶性粉

末
。

过去该药主要用于防治急性痛风
、

治疗

某些癌症和家族性地中海热
,

近年来发现该

药尚有一些临床新用途
,

现分述于下
。

一
、

治疗扦硬化 秋水仙碱有抗肝纤维

化作用
,

主要表 现 为
: (1 ) 损 害微管

,

抑

制前 胶 原 在微 瞥的聚合和分泌
,

但抑制不

足以减少胶原的聚积 ; (2) 能诱导胶原酶的

合J戈和释放
,

促使胶原分解
,

但在滑膜组织
,

卜则有抑制胶原酶产生的作用
; (3) 增加胶

原酶活性
,

降低胶原的交联
,

但有抑制蛋白

酶诱导胶原酶的活化作用
; (封 杀伤抑制性

T 淋巴细胞与调节细胞中环磷脉昔水平
;(5 )

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动员
、

粘附
、

趋化及细

咆介导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
。

其 中以抗炎

和刺激胶原酶分泌为主
。

临床应用证明
,

秋

水仙碱能改善严重肝硬化患者的病情
、

肝功

能
,

延长存活时间
。

每 日rJ 服 1一Zm g
。

可连

服数周一数月
。

H
e n r y 等报告 57 例原发性胆汁 性肝 硬

化患者
,

每次口服秋水仙碱 0
.6 m g

,

每 日 2

次
,

可合用考来烯胺
、

钙剂等
,

每 3 个月进

行一次临床和实验室检查
,

每年进行一次肝

活检
,

平均观察 33 个月
,

治疗后碱性磷 酸

酶逐渐降低
,

4 年后谷丙转氨酶
、

胆红 素
、

Ig M 等明显下降汇‘J
。

另有报告对 100 例随访

达 14 年的肝硬化患者(其中乙醇中毒性肝硬

化 45 例
,

肝炎后肝硬化 41 例
,

其它原因引

起的肝硬化 14 例)进行随机
、

双盲
、

安慰剂

对照试验治疗
。

治疗组 54 例
,

每 日l
一

l 服秋水

仙碱 l m g
,

每周用药 s d
;
对照 组 托 例

,

日

服与治疗组外形相同的安慰剂药片
。

协 隔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