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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使其在临床应用
,

卜受到一定限制
。

目前已

开发了多种布洛芬新剂型
。

如布洛芬注剂
,

透皮吸收的洛布芬乳膏的及口服布洛芬微囊

颗粒剂等均有 利于减少其不良反应
,

增加其

临床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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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合理用药

解放军成都军区 臼
、

医院 �成 邻 引
‘

〕�� 幻 刘明蓉 胡晓斌

小儿呼吸道感染是世界各国医药界普遍

重视的课题
,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

婴儿 及 �

岁以下儿童因呼吸道感染致死 的人数
,

占死

亡儿童的 ��  � ��
。

本文着重就小儿 呼 吸

道感染的合理用药作简要介绍
。

一
、

抗病毒药的应用

小儿呼吸道感染在气候骤变 时 尤 易 发

生
,

其病原体多为病毒
,

占 �� 一��  
,

其中

包括 � � 病毒 及 � � � 病 毒
。

病 毒 感 染

时
,

其鼻部症状比咽部症状明显
,

血中白细

胞降低
,

因此
,

当小儿出现发热
、

鼻塞
、

流

涕
、

喷嚏
、

干咳时应首选并立 即使用抗病毒

药物以阻止病毒对小儿的进一步侵害
。

常见

抗病毒药物有中药
、

西药及生物 制 剂 三 大

类
。

�
�

抗病毒中药

中药资源丰富
,

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有

肯定的疗效
。

较常见的抗病毒中成药见表
一� ,

从表
一 �可看出其多由板兰根

、

银花
、

连翘
、

黄答
、

大青叶等抗病毒中药组成
,

但是 目前

以小儿为用药对象的中成药不但品种较少
,

而且制剂种类 也单一
,

因此应大力开发儿童

用中成药制剂
。

�
�

抗病毒西药

小儿发生呼吸道感染
,

一般应首选毒副

作用小
,

疗效肯定的中成药
,

但若为急性呼吸

道感染
,

应采用显效快而作用强的抗病毒西

药
,

常见的有金刚烷胺
、

病毒灵
、

病毒哩及

潘生丁
,

这里需特别强调 的是播生丁
,

早年

潘生丁仅是一种冠脉扩张及抗血 小 板 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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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 名

常见的杭病毒中药

主 要 成 分 用法
、

用量

抗病毒冲剂

小儿感冒冲剂

银翘解毒片

双黄口服液

大青叶口服液

小儿热速清口服液

板兰根注射液

板兰根

菊花
、

杏仁

银花
、

连翘

金银花
、

黄连

大青叶

金银花

板兰根

tid
,

半包/次 P O

tid
,

1 包/次 P O

tid ,

2 片/次 P O

t至d ,

s m l
/ 次 P O

士记
,

6 二1/次 P O

tid
,

1 0 m l / 次 P O

tid
,

1 一2m l/次 P ()

药
。

近年发现此药有广谱抗毒作用
。

T
o n

ew
临床目前还未采用

。

使用抗病毒西药应注意

的研究表明其对多种D N A 及 R N A 病毒均有 三点
:
(1) 确证病毒原方下药

,

见表
一
2

。

( 2)

抑制作用
,

能选择性抑制病毒 R N A 合成
,

选择毒副作用小的给药方法
。

如病毒哩可口

而对宿主 R N A 合成无影响
,

因此治疗量对 服
、

静脉给药或吸入
,

但前二种给药方法可

人体无毒副作用 I“〕。 1 9 8 9 年 Li ch tn er 的研 引起骨髓抑制和正色素正细胞性贫血
。

而吸

究表明潘生丁可增强特异性体液免疫反应及 入则副作用小
,

偶见皮疹或结膜炎
。

( 3) 当

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
,

有人将其用于幼儿急 病情好转并巩固后立 即停药
。

性呼吸道感染的防治
,

获得成功I
“
3

,

但我 国

表 2 杭病毒西药

药 物 抗病毒谱 用 ;金

全刚烷胺 抗流感病毒对流感B 病毒无效 使用少

病毒灵 对流感A
、

B

、

副流感鼻病毒
、

合胞病 防治流感
、

腮腺炎咽结

毒
、

3

、

8 型腺病毒均有作用 合膜热
、

麻疹

病毒哩 腺病毒
、

泡疹病毒痘病毒均有作用 广 泛

潘生丁 广谱 急性呼吸道感染

3
.
杭病毒生物制 剂

日前 临 床 医生对小儿呼吸道感染最头

痛的问题之一就是病儿感染后
,

其细胞及体

液 免 疫 功能尤其是前者受到明显抑制
,

病

儿从此遭受反复感染
,

甚至造成呼吸道持久

功 能 性 器质性损害
,

有的其至侵害心脏
,

导致小儿心肌炎
。

抗病毒生物制剂不但能杀

灭和抑制病毒
,

而且能提高 病儿 的免 疫 功

能
,

可谓双管其下
。

常见这类生物制剂有干

扰索
、

聚肌胞
。

其中干扰素可以肌注
、

静脉

内给药
、

皮下注射
、

超声雾化吸入或滴鼻
。

已证明
a 一 干扰素滴鼻可减少鼻病毒引 起 的

33 % 鼻症状
,

减少 40 % 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

作
,

用于预防时
,

对接触过鼻病毒者可使其
“

症状 日
”

缩短了6 %
,

减少发病80 %
。

聚肌胞

为 干扰素诱生剂
,

目前临床并未用于小儿呼

吸道感染
,

而多用于治疗 乙肝
、

带状疤疹
1

疤疹角膜炎等疾病
l福〕。

二
、

抗生素的应用

呼吸道感染不应滥用抗生素
,

但是当咽

部充血及疼痛较明显
,

有渗出物
,

血中白细胞

增高
,

并能确证为细菌感染时应加用抗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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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

并 同时注意三点
:
(1) 细菌的耐药性

。

(
2
) 抗生素的毒性

,

大部分抗生素无毒或毒

性较小
,

有显著毒性的是氨基糖贰类抗生素
。

(3 ) 了解儿科及呼吸道抗生素的药 物 动 力

学
,

如小儿的肾功能
、

代谢酶及免疫功能均

发育不完善
,

了解药物达到呼吸道浓度与各

种细菌所需的M lc
,

从而利于选择最佳治疗

药物
,

药物的给药途径
、

用法及用量
。

目前

临床使用较多的抗生素有青霉素类
、

头抱菌

索类
、

氨基糖贰类
、

大环内醋类
,

磺胺类和

咬诺酮类等
。

这里需强调的是目前滥用抗生

索问题十分严重
,

往往是没仔细全面考虑就

上高级抗生素
,

如头抱菌素和大环内醋抗生

素
,

而且愈用愈高级
,

这既达不到治疗效果

又增加了病家经济负担
,

况且一种新药的副

作用需经多年及大量临床病例才能发现
,

尤

其对儿童应尽可能选用疗效好
,

久经临床考

脸的药物如青霉素类及磺胺类药物
。

从目前

来看
,

适宜儿童用的抗生素较多
,

但儿童 [lJ

刘型较少
,

因此建议多研究开发适宜儿童用

新剂型
,

如滴鼻剂
、

雾化剂
、

栓剂
。

三
、

其它药物

小儿发生呼吸道感染时
,

除采用上述药

物外
,

还应同时采 用对症药物
,

如出现高热

则应采用退热剂
;
出现高热惊厥

,

则肌注苯

巴比妥钠; 出现鼻塞则 0
.5% 麻黄硷滴鼻

;

出现咳嗽时
,

应采用止咳祛 痰 药
,

如 氯 化

胺
、

鲜竹沥
、

甘草合剂
、

急支糖浆等
;
出现

喘息时则用氨茶硷
,

从而达到控 制 减 轻 症

状
,

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

四
、

其它疗法

研究表明小儿呼吸道感染
,

尤其是反复

呼吸道感染与小儿维生素 A 缺乏有明 显 关

系间
,

因此除抗感染
、

止咳
、

平喘
、

退热疗

法外
,

应给浓鱼肝油或维生素A D 注射液治

疗
。

此外
,

物理疗法的迅猛发展
,

给小儿呼

吸道感染增加新的治疗手段
,

常见的有超短

波透热治疗疗法
,

其目的是通过电磁场高热

达到消炎化痰之 目的
。

总之
,

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高
,

危

害大
,

如果不合理选择和使用药物
,

不但会

影响小儿的正生常生活
,

而且会诱发各种器

官功能性损害
,

对 日后生活
、

学习造成严重

后果
,

因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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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和新用法改善癌症治疗的希望

陈向齐译 张 钧校

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的年会上大家热

切期待的临床试验结果中包括化疗新方法
,

已有药物的新用法和提高癌症患者生存质量

的新途径
。

苦几项研究调查了用于治疗晚期乳腺和

卵巢癌的紫杉醇的其它用途
。

比如东方合作

肿 瘤
·

组发现 25 名非小细胞性肺癌的病人中

约 1/4 的患者有效
。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