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腹痛的诊断要点
,

经 临床各项检查后确诊为腰源

性腹痛
。

本组病例大多数应用过抗生素
、

解痉剂等

治疗
,

无明显效果
。

� 治疗方法

内服双氯芬酸 � � � �
,
���

,

饭后 即服
,

如无副作

用
,

则逐渐增加至每次 �� � �
,

连服 �� � 为 � 个疗程
,

症状未完全消失者
,

休息 � 周后再进行第 � 个疗程
,

为避免产生药物的不 良反应
,

以 � 个疗程为一次治

疗经过
。

� 结果

本组患者经 � 一 � 个疗程治疗后
,

腹痛完全消失

者 � �� 例�� �
�

� �� �
,

明显减轻者 � � 例 ���
�

�� � �
,

无明显疗效者 � 例 ��
�

�� � �
。

其中经 � 个疗程治

疗症状显著减轻者 �� 例�� 
�

�� � �
,

经 � 个疗程治

疗后症状显著减轻者 �� 例 ���
�

�� � �
。

治疗过程

中
,

除少数病人有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外 �恶心
,

食欲

下降
,

胃部烧灼感等�
,

无其它不 良反应及毒副作用

发生
。

� 讨论

腰源性腹痛是由腰部外伤或劳损性病变而引起

的深部肌组织或韧带损伤
,

以腹痛为其主要临床表

现的疾病〔‘〕
,

临床较常见
。

由于病人大多无明显腰

部外伤史
,

亦无腰背部疼痛及其它不适
,

常以腹痛就

诊
,

因此易被误诊为内
、

外科或妇产科疾病
,

以致治

疗失误
。

据我们多年的临床观察
,

以下几点有助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病的诊断
� � 本病多发于瘦长体型的女性 �� 部分

病人可有腰部扭伤或腰痛病史 �� 起病可缓可急
,

有

的为持续性疼痛
,

也可以是阵发的
、

或是持续性腹痛

阵发性加重 ��腹痛部位在脐周及两侧中下腹部
,

无

腹膜刺激症
,

深压脐周及两侧中下腹至触及脊柱两

侧软组织时
,

可有明显的压痛点 �� 部分病人在与腹

痛部位相对应的后腰部可有压痛点 ��除个别病人

血白细胞轻度增高外
,

各项辅助检查均无异常发现
。

双氯芬酸为一种新型的强效消炎镇痛药 �’〕 ,

主

要用于急慢性关节炎
、

类风湿性关节炎
、

骨关节炎及

强直性脊椎炎等
,

但用于治疗腰源性腹痛尚未见报

道
。

本组应用 口服双氯芬酸治疗腰源性腹痛
,

总有

效率达 ��
�

�� �
,

且未出现明显副作用
,

证实双氯芬

酸用于治疗腰源性腹痛具有疗效明显
、

方法简便等

优点
,

利于推广应用
。

为防止发生毒副反应
,

在治疗

过程中
,

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

若出现较重的胃肠道

反应及肝肾功能变化
,

应立即停药
,

并进行相应的治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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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双黄连咀嚼片与头抱拉定片对照治疗小儿急性咽扁桃体炎

陈梅莉
,

王晓梅
,

张生大 �浙江绍兴市人民医院
,

浙江 绍兴 �� �仪� 〕

摘要 目的 �
观察 口服双黄连咀嚼片治疗小儿急性咽扁桃体炎的疗效

。

方法 �
将 �� 例

,

豁性咽扁桃体炎患儿

随机分为两组
,

双黄连咀嚼片组 �� 例
,

予双黄连咀嚼片
, � 片

, �记
,

�� 为一疗程 � 头袍拉定 片组 �� 例
,

予头袍

拉定片
, � 片

, �记
,

�� 为一疗程
。

结果
� 双黄连咀嚼片组有效率 ��

�

��
,

头袍拉定片组有效率 ��
�

��
。

尸 �

�
�

��
。

结论 � 口服双黄连咀嚼片治疗小儿急性咽扁桃体炎与头袍拉定片疗效相 当
。

关键词 双黄连咀嚼片 � 头袍拉定片 �,�
、

儿急性咽扁桃体炎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 一 � �� � ��� � � � �� 一 � ��� 一

。

急性咽扁桃体炎是儿科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
,

常见致病菌包括 � 组溶血性链球菌
、

肺炎球菌和流

感嗜血杆菌
。

双黄连对这类细菌均有较好的抗菌作

用 � ’
,

, 了
,

我院对 ���� 一 ���� 年 � 月应用双黄连咀嚼

片 � 四川省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 �卫药准字 � 一 ���

号 � 治疗小儿急性咽扁桃体炎
,

并与头抱拉定片治

疗的另 �� 例进行比较
。

� 材料与方法

�
�

� 病例选择

� � 例患儿均来 自我院儿科门诊
。

具备以下条

件
� � 年龄 � 一 � 岁 � � 确诊为急性咽扁桃体炎 �� 未

曾用过系统性抗生素治疗者 ��对双黄连或头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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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过敏者
。

按就诊序号随机分为双黄连咀嚼片组

与头抱拉定片组
,

每组各 �� 例
。

双黄连咀嚼片组中

男 � � 例
,

女 � � 例 �平均年龄 �� � � 士 �
�

� � �岁 � 平均

体重 ���
�

�� 土 �
�

�� � � �
。

头抱拉定片组中男 � � 例
,

女 � � 例 �平均年龄��
�

��
士 �

�

��� 岁 � 平均体重 ���
�

�� 士 �
�

�� � ��
。

两组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 异无显著

性 �� � �
�

� � �
。

�
�

� 给药方法

双黄连咀嚼片组
�
给予双黄连咀嚼片

,

� 片
,

口

服
,
���

,

� � 为 �个疗程
。

头袍拉定片组
�
给予头抱拉定片

,

� 片
,

口服
,

���
,

� � 为 � 个疗程
。

�
�

� 疗效评估

�
�

�
�

� 疾病诊断标准及严重度分级
� � 体温 �

��℃ �轻度为 �� ℃ 一 ��
�

�℃ �中度为 ��
�

�℃ 一 �� ℃ �

重度为 � ��
�

�℃
。

� 咽痛 �
轻度为咽 口水时痛 �重度

为疼痛持续
,

不咽 口水也痛
。

咽红
�
轻度为充血局限

于咽峡部 �重度为充血弥漫至咽后壁与软愕
。

扁桃

体肿大
�
轻度为不超过舌愕弓和咽愕弓 �中度超过咽

愕弓 � 重度为双侧接近中线
,

相互接触
。

扁桃体化

脓
� 见脓点或脓苔

。

�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 � 一 �� �

� �� � � � 或 以上
,

中性粒细胞分类 � 岁 以下大于

�� � � � 岁以上大于 �� �
�

�咽拭子细菌培养阳性
。

凡具备� 十 � 中的任何一项 十 � 或� �或� 十 � 中

的第 � 项
,

即可确诊
。

�
�

�
�

� 疗效判断 痊愈
�
临床症状

、

体征
、

实验室检

查均恢复正常 �显效
�
用药后症状

、

体征明显改善
,

但

诊断标准 �
、

�中有一项未恢复正常 �进步
� 用药后

病情有所好转
,

但未达到显效标准 � 无效
� 用药 ���

无进步或反而加重者
。

有效率
� �痊愈 十 显效例

数 � � 总病例数 � ��� �
。

�
�

�
�

� 不 良反应评估 检查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
,

观察有无不良反应发生
,

综合评估
、

确定不 良反应的

发生是否与所用药物有关
。

�
�

� 统计分析方法

均数以 无 士 �
表示

,

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
,

百分率

比较采用犷分析
。

� 结果

�
�

�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病情严重程度

两组患儿治疗前的病情严重程度差异无显著

性 �治疗后两组患儿中各种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均

有明显好转
,

但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表 � �
。

表 �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病情的 比较 � � 均为 �� �

治疗前 � � � 治疗后 � � �
临床表现

双黄连咀嚼片组 头抱拉定片组 双黄连咀嚼片组 头抱拉定片组

发热

轻度

中度

重度

咽痛

轻度

中度

重度

咽红

轻度

中度

重度

扁桃体肿大

轻度

中度

重度

扁桃体化脓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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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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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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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两组患儿治 疗前后的实验室检查(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后外周血白细胞数及中性粒细胞

分类均较治疗前有明显 下降(p 均 < 0
.
01 )

,

但两组

之间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

细菌学检查也显示

两组对大多数 G
+
和 G

一

细菌均 有较好抗菌活性
(

细菌清除率
:
双黄连 咀嚼片组 51

.
2%

,

头抱拉定片



组 40
.
2%

。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血常规检查(见幻 )

组别
血常规检查

治疗前 治疗后

双黄连咀嚼片组

白细胞总数 (
x 109/L ) 12

.
0 士3

.
4 8

.
4 士

2
.
1

中性粒细胞分类 (% ) 71
.
1 士 9

.
8

48
0
士
fl

.

5

头抱拉定片组

白细胞总数(
x 109/ L ) 一2

.
1 士 3

.

4 8

.

6
土
2

.

4

中性粒细胞分类(% ) 71
.
3 士9

.
6 4 8

.
2 土

1 1
.
8

2

.

3 两组患儿疗效比较(表 3)

双黄连咀嚼片组和头抱拉定片组的临床有效率

分别为 79
.
5% (39/49 )和 73

.
4 % ( 36/49 )

,

P
>

0

.

0 5

。

表 3 两组患者疗效的比较

疗效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不能确定

双黄连咀嚼片组

(49 例)

28(57
.
1% )

11(22
.
4% )

2(4
.
1% )

6(12
.
2% )

4(8
.
2% )

头抱拉定片组

(49 例)

23(46
.
9% )

13 (26
.
5 % )

3(6
.
1% )

7 ( 14
.
3 % )

3 (6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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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等

,

并取得肯定疗效
。

本试验通过随机临床验证显示应用双黄连咀嚼

片治疗儿童急性细菌性咽扁桃体炎的有效率为

80
.
2%

,

与头抱拉定片组 (74
.
6% )相仿

,

除 1 例患

儿(% )发生皮疹外
,

试验期间未发生 明显的不 良反

应
,

而且双黄连咀嚼片与头抱拉定片每例患者的用

药日费用分别为 14
.
5 元和 14

.
76 元

,

l 个疗程所需

的费用分别为 10 1
.
5 元和 103

.
32 元

,

双黄连咀嚼片

费用低
,

而疗效与对照组相同
,

不 良反应又小
。

因此

应用中成药双黄连咀嚼片治疗儿童急性细菌性咽扁

桃体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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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蛟鱼软骨素胶囊治疗气血两虚型恶性肿瘤 63 例临床疗效观察

苏开仲 ’,

万 百源
’ ,

陈明强
2 ,

欧棋华
,

(l

.

福州市海洋生物工程研究开发中心药理室
,

福建 福州 35 眼6
;2.福建省

肿瘤医院
,

福建 福州 35 00 14)

摘要 目的
:
观察复方鱿鱼软骨素胶囊对改善气血两虚型恶性肿 瘤的临床疗效

。

方法
:
63 例 气血两虚型恶

性肿瘤病人在不停止原有治疗方案的情况下加服本品后的疗效观察
。

结果
:口服复方鼓鱼软骨素胶囊

,

3
一
5

粒/次 (0
.
4 /粒 )

,

ti d

,

连服 30d 为 l 疗程
,

总有效率为 85
.
72 %

。

经临床观察和部分随访
,

本品未见毒副反应
。

结论
:
本品治 疗气血两虚型恶性肿瘤有一定的疗效

,

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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