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乙脑初期患者体温正常及脑膜刺激症消失时间短于

对照组,治疗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P< 0�05)。

8 � 治疗肝硬化合并肝昏迷

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下降,内毒素可刺激机体

产生内啡肽,其对中枢神经有明显抑制作用, 从而加

重肝昏迷。纳络酮除能解除内啡肽对中枢神经的抑

制,还能中和内毒素, 使肝昏迷的苏醒时间缩短, 存

活率增加。谭跃[ 18]用纳络酮治疗肝昏迷 19例, 并

与常规使用左旋多巴、精氨酸、促肝细胞生长素治疗

11例比较,纳络酮组平均苏醒时间( 8�89 � 2�65) h,

明显短于常规治疗组( 35�09 � 20�98) h( P< 0�01)。

9 � 用于阿片类药物依赖性的诊断

纳络酮可用于服用阿片类药物患者是否有依赖

性进行鉴别诊断。如对阿片类已出现依赖的患者,

则对纳络酮相当敏感而引起戒断症状; 如若对阿片

类药物依赖性已经解除的患者, 则对纳络酮不再出

现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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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癌症仍是困扰人类的一大课题,随着癌症

患者的增加,疼痛困扰着他们,为了提高癌症患者的

生存质量, 就需要用药物来缓解疼痛。如不控制疼

痛,疼痛就会干扰治疗,抑制病人免疫系统。治疗晚

期癌痛的药物有哌替啶、控释吗啡(美施康定)等。

就哌替啶来说, 因病人的抗药性,使用量必须逐渐增

加;而美施康定价格昂贵,病人负担过重。故从治疗

效果、药物经济学角度考虑, 我们采用芬太尼、氟哌

利多配伍治疗晚期癌痛。现就我院 60 例晚期癌痛

治疗疗效分析如下:

1 � 资料与方法

晚期癌症患者 60 例, 其中男性 25例,女性 35

例,最大年龄 86y,最小年龄 32y; 疾病分类: 胃癌 20

例,直肠癌 13例, 宫颈癌 12例,肝癌 10例,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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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胰腺癌 2例。治疗方法:氟哌利多 5mg 与芬太

尼 0�1mg 相配伍, im, bid, 15d为 1疗程。

2 � 结果

用药后平均后 6~ 7min开始镇痛, 维持时间最

长7h,平均为 3~ 4h。疼痛明显缓解 30 例, 疼痛中

度缓解 27例, 疼痛无缓解 3 例, 总有效率为 95%。

用药后发生恶心、呕吐有 5例。

3 � 讨论

芬太尼为阿片受体激动剂,属强效麻醉性镇痛

药,与安定药氟哌利多配伍成�安定镇痛剂�, 常用于

神经安定镇痛。随癌症患者增加, 麻醉药品供量有

时满足不了需求。现对癌症止痛中盐酸哌替啶使用

率最高,因其药性缓和, 副反应率低, 自然也就容易

被患者接受。由于盐酸哌替啶需求量大, 有时会供

不应求。这样用芬太尼与氟哌利多配伍(安定镇痛

剂)来替代,其中氟哌利多属非麻醉性镇痛药,货源

充沛,可以起到缓解作用。但芬太尼有抑制呼吸的

副作用,对肺癌应慎用。
收稿日期: 2001- 0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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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昔洛韦软膏联合聚肌胞治疗扁平疣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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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科于 2000年 7月~ 2001年 3月应用喷昔洛

软膏商品名:可由, (上海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联合聚肌胞治疗扁平疣 74例, 取得良好疗效, 并

于单独应用聚肌胞进行对比观察, 现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148例扁平疣患者均为门诊病人,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治疗组 74例, 男 23例,女 51例。年

龄 8~ 45a, 平均 21a, 病程 2w k~ 6 年。对照组 74

例, 其中男 26 例, 女 48 例, 年龄 12 ~ 35a。平均

23a,病程 2wk~ 6�5 年, 皮损多数发生于颜面, 少数

发生于手背,有 1/ 4的病例以上两个部位同时发病。

2 � 治疗方法

治疗组把喷昔洛韦软膏直接外涂局部皮损上,

t id,并以聚肌胞注射液 2mg, im, qd, 20d 为 1 个疗

程。对照组单独肌注聚肌胞,每日用药次数、给药和

疗程方法同治疗组。疗程结束后复诊, 治疗期间治

疗组与对照均停用其它药物。

2�1 � 治疗标准
痊愈为皮损全部消退, 显效为皮损消退�75%,

有效为皮损消退�50% ,无效为皮损消退< 50% ,对

痊愈病例均随访 3mo,观察有无复发。

2�2 � 治疗结果
见表 1,治疗组的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随访 3

个月治疗组复发 1例( 1�3% ) ,对照 2例( 2�7% ) ,复

发症状较前为轻。

表 1 �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 ) 显效( % ) 好转( %) 无效( % ) 总有效率( % )

治疗组 74 24( 32�43) 38( 51�35) 7( 9�45) 5( 6�76) 83�78

对照组 74 10( 13�51) 26( 35�14) 16( 21�62) 22( 29�73) 48�65

�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X 2= 16�5, P < 0�01)。

� 治疗组少数人出现皮损区瘙痒,未见其它不良反应。

3 � 讨论

喷昔洛韦在病毒胸苷激酶的作用下,生成单磷

酸酯,经细胞酶进一步磷酸化,生成活性代谢产物喷

昔洛韦三磷酸( PCV � TP)。PCV � TP 能选择性抑

制病毒 DNA 多聚酶, 从而抑制病毒的增殖。喷昔

洛韦与聚肌胞联合应用起效快, 疗效确切,值得临床

应用。
收稿日期: 2001- 09- 14

74 T he Journal o f Pharmaceutical P ractice Vol. 20 2002 No.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