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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目前抗
“

非典
”

的药物

戴德银
, ,

赵 俊
, ,

卢海波
, ,

王 萍
2(l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52 医院

,

四川 成都 610021 ;2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5788 部队 卫生队
,

四川 成都 61004 3)

摘要 目的 :简介 目前杭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 简称
“

非典
”

) 的药物
。

方法 :分类介绍 8 类药物
:
¹ 居 室

、

环境

及公共场所消毒剂 ;º 杭病毒剂 ;» 中药制剂及方剂 ;¼ 糖皮质激素;½ 抗菌药物 ;¾ 免疫增强 剂 ;¿ 对症用

药 ;À 氧气
〕

结论 :对于
“

非典
”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

,

但经及时的 支持 治疗和对症治疗
,

极大多数病人可以痊

愈康复
〕

关键词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冠状病毒(SAR S 病毒) ;药物防治

中图分类号
:R 97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3 ) 0 5

一 0 2 7 1 一 0 4

非典型肺炎 (
atypi〔:a l p n e u m o n ia ) 始见于 20 世

纪 30 年代末
,

用 于区别肺炎链球菌引起 的典型肺

炎
。

本次
“

非典
”

首发于广东
,

流行于北京
、

山西 太

原发病的疫情较重
。

全世界在 32 个国家和地区亦

有发生非典 的报道
。

经 W H O 专家确认
,

国内非典

型肺炎报告的病例定义与 W H O 所定义 的严重急性

11乎吸道 综合症 (s
evere aeute resp ireto卿 sy n d

ro m e
,

S A R
S) 一致

。

目前
,

流行性非典型肺炎 (简称
“

非

典
”

) 的病原体 已经确定
,

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

约 3 万个碱基对
,

全基因组的完整序列 已经 由中国
、

加拿大
、

美国等国科学家完全测 出
。

该变种病毒与

流感病毒有亲缘关系
,

但以前从未从人体发现
,

确定

为一种全新病毒 ;据推测
,

可能是 由动物传给人的
,

被命名为
“
s A R s 病毒

”
t
’
{
。

在室 内条件下
,

S A R S 病毒在滤纸
、

棉布
、

木块
、

土壤
、

金属
、

塑料
、

玻璃等表面存活 3d
。

在 24 ℃ 条件

下
,

其在痰 中和粪便中的存活约 sd
,

在尿液 中存活

10 d
,

在血液 中可存活 巧d
。

微 波炉高温 sm in 条件

下可杀灭 SA R S 病毒
。

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酸在几

分钟内可完全杀灭粪便和尿中 SA R S 病毒;紫外线

照射 30 m in
,

30
℃ 以上可杀灭体外 SA RS 病毒;阳光

暴晒 3h 亦可消灭 SA R S 病毒
〔

此外
,

无血清培养条件下
,

S A R S 病毒在 37 ℃ 可

以存活 4d ;56℃加热 90m i
n ,

7 5 ℃ 加热 3Om i
n
亦能杀

灭 SA R S病毒
。

现将目前预防和治疗
“

非典
”

的 8 类药物简介

如下
:

1 居室
、

环境及公共场所消毒剂 [
‘〕

1
.
1 过氧 乙酸 (p

eraeetie A eid ) 强氧化剂
,

遇有机

物放出新生态氧而起氧化作用
,

为消毒杀菌药
。

目

前按比例用水稀释
,

以往最常用的稀释倍数为(1 :

500)500 倍
,

即用本品 20 % Z m L 加水 998m L 制得
,

含过氧乙酸实际浓度为 0
.
04%

。

对病人住过的房间应及时进行空气消毒和物体



表而消毒 可用 巧% 过氧 乙酸 7m L (l 岁m ,
) 熏蒸

21,
,

或用 2% 过氧 乙酸按 sm l/ 砰 气溶胶 喷雾消毒

lh
。

消毒结束后进行通风换气
。

家用物 品
、

家俱
:可用 0

.
2% 一 0

.
5 % 过氧 乙酸

溶液浸泡
、

喷洒或擦洗消毒
。

地面
、

墙壁
、

门窗
:用 0

.
2 % 一 0

.
5 % 过氧乙 酸溶

液或 SOOm群L
一 1 留L 二浪海 因溶液或 1酬L

一 2 郭 L

有效氯含氯消毒剂溶液喷雾
。

泥土墙吸收量为 150
一
3 0 0 m 仃m

, ,

水泥墙
、

木板墙
、

石灰墙为 loom u m
Z ,

对
_
L 述墙壁的喷洒消毒溶液不宜超其吸液量

。

地面

消毒先由外向内喷雾 l 次
,

喷药量 为 200
一 3 0 0 m

U

m
Z ,

待室内消毒完毕后
,

再由内向外重复喷一次
,

每

次消毒作用时间不少于 60 m in
。

不耐热的毛衣
、

毛毯
、

被褥
、

化纤尼龙制品
,

可采

用 15 % 过氧乙酸 7m L ( l岁m
,

) 加热熏蒸 l 一 Z h
。

0

.

2 % 过氧乙酸溶液用于手与皮肤浸泡或消毒

擦拭

1
.
2 含氯消毒剂 常用的含氯消毒剂有氯化磷酸

只钠(消洗灵 )
、

氯嗅异氰酸
、

气氯异氰尿酸
、

二氯异

氰尿酸 (防消散)
、

二氯异氰尿酸钠 (优氯净 )
、

二氯

异氰尿酸钾
, “

84

”

消毒液
、

氯胺 T
、

漂白粉等
。

其消

毒效果与其浓度
、

作用时间
、

用药总量
、

温度和被消

毒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为节约篇幅

,

仅简介

以下 3 种 :

1
.
2
.
1 氯嗅异 氰酸 (

ehloro 一 b ro m (, 一 tri i s o e y a n i e

ac 记 ) 对细菌繁殖体
、

病毒
、

真菌饱子及细菌 芽抱

等都有较强 的杀灭作用
。

其 pH 值偏酸
,

能保持次

氯酸的较大浓度
,

可用于临床局部感染
,

也可用于处

理污染物品
、

患者分泌
、

排泄物消毒
,

还可用于饮水

消毒
,

配制去垢消毒剂
,

去污粉和餐具洗涤液等
。

使

用前新鲜配制
。

1

.

2

.

2
“
8 4

”

消毒液 对细菌芽抱
、

甲型肝炎病毒
、

乙型肝炎病毒
、

艾滋病毒
、

脊髓灰质炎病毒
、

冠状病

毒等均有很强的杀灭作用
。

适用于餐具
、

饮具
、

食品

容器
、

瓜果蔬菜
、

非金属器皿
、

器械设备
、

家俱
、

衣被
、

地面
、

墙壁
、

环境消毒

1
.
2
.
3 双氯苯双肌已烷 (灭菌王

、

诗乐 氏 ) 能直

接杀灭细菌繁殖体病毒
、

真菌饱子及部分细菌芽抱
。

适用于医院医护人员皮肤及器械消毒;医护急救室
、

病房
、

卫生间
、

浴室
、

游泳池
、

公共车辆消毒 ;办公室
、

家庭物品
、

用具
、

宾馆
、

饭店餐具
、

瓜果蔬菜洗涤和消

毒
2 抗病毒剂 [

,
]

临床抗冠状病毒可选用的抗病毒剂有利 巴韦

林
、

阿昔洛韦
、

达菲
、

干扰素 。 一 Z b 等
,

多在发病初

期使用
。

2

.

1 利巴韦林 人工合成广谱抗病毒药
,

为一种强

力单磷酸次黄嘿吟核昔 (IM P) 脱氧酶抑制剂
,

对多

种病毒(包括 D NA 和 R N A 病毒 )有抑制作用
。

对

流感(A
、

B 型 )
,

肺病毒肺炎
、

甲型肝炎
、

疤疹及麻疹

有防治作用
。

国内在防治
“

非典
”

的医疗单位也选

用了本品
,

其用法用量多采用 0
.
8 一 l岁d

,

分 3
一 4

次口服 ;或 10
一 巧m 岁 (kg二 肌注或静滴

,

配合综

合治疗及其他对症治疗药物
,

可酌情增加剂量
。

疗

程约 14d
。

2

.

2 干扰素 a
一
2b 具有抑制病毒增殖复制

,

免疫

调节和抗肿瘤效应
。

作用机制是
:
¹ 调节机体的免

疫功能
,

防御和稳定功能
,

使杀伤细胞
、

T 淋巴细胞

的细胞毒作用增强 ;º 使吞噬细胞的活性增强 ;» 诱

导外周血液中单核细胞的 2
’ 一

5
’

寡腺昔酸合成酶

的活性 ;¼ 诱导或增强细胞表面组织相容复合物抗

原的表达
。

该药是 目前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用于

临床抗
“

非典
”

试验药品之一
〔。

其用法用量应遵 医

嘱酌定
。

鼻喷雾剂 已试用临床 一线抗
“

非典
”

的医

务人员 [1j
。

2

.

3 S A R S 冠状病毒全基因组芯片及其检测技术

我国研制的
“

非典
”

疫苗 已进人临床试验 阶段
,

临床

效果有待正式报告
。

2

.

4 其他 尚可选用或试用 阿昔洛韦
、

更 昔洛韦
、

泛昔洛韦
。

3 中药制剂与方剂

3
.
1 复方甘草甜素制剂 ( 美能

,

S N M C
) 有注射剂

和片剂两种
,

具有 4 方面的药效
:
¹ 抗炎作用

,

通过

抑制磷脂酶 A
:
的活性及阻断经典补体 C

Z
途径

,

阻

断炎症介质产生
,

而发挥双重抗炎作用
。

º 广泛性

免疫调节作用
,

可诱生 下 一 十
二

扰素
,

增加 T 细胞活化

及 自然杀伤细胞活化作用等
,

提高机体整体抵抗力
。

» 具有类固醇激素样作用
,

而无激素样副作用
,

可代

替激素治疗
。

¼ 抑制病毒增殖
,

灭活病毒作用
,

是否

对冠状病毒有所作用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该制

剂的组分有甘草酸一钱
,

甘氨酸及 L
一
半胧氨酸 (片

剂为蛋氨酸 )
。

由于该药集多疗效 为一身
,

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邓国华认

为
,

轻至中度感染的患者可试用具有类皮质激素的

药物如复方甘草甜素制剂类药品 [
3{) 类似 sN M c

的药物尚有甘利欣 (甘草酸二钱)
。

复方甘草甜素

预防高危人群感染
“

非典
” ,

推荐每周静滴复方甘草

甜素 2 次
,

每次 40 m L( 2 支 )/d
,

4 周为一疗程 ;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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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片剂
,

每次服 2 片
,

ti d

,

维持 l 个月
。

用于治疗

则应遵医嘱
。

3

.

2 8 种 中成药新用 途 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

挥部科技攻关组 2003 年 5 月 22 日宣布
,

大量实验

表明
,

清开灵注射液
、

鱼腥草注射液
、

板蓝根冲剂
,

针

对肺部急性炎症
、

肺指数
、

炎性 因子
、

炎性渗出有明

显改善作用 ;新雪丹颗粒
、

金莲清热颗粒
,

针对高热

症状
,

退 热作用 时 间长
、

起效快
、

降温 幅度 大 于

35 % ;清开灵注射液
、

灯盏花注射液缓解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效果较为突出 ;清开灵注射液
、

复方苦参注

射液和香丹注射液对多脏器损伤
,

对内毒素引起的

多脏器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
。

清开灵注射液的主要成分分为胆酸
、

去氧胆酸
、

牛黄
、

金银花
、

水牛角
、

黄芬
、

板蓝根
、

珍珠母
、

桅子

等
,

系清代((湿病条辩》安宫牛黄丸方加减
。

《卫生

部药品标准
、

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六册收载
,

为国家

基本药物
。

具有清热解毒
、

化痰通络
、

醒神开窍的功

效
f4}。 在退热抗内毒素致肺水肿和化学性肺损伤

、

多功能损害及 血小板下降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作用
,

可以考虑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
“

非典
”

的基础用药
。

3

.

3 公布的中药处方 中医药治疗原则按温病
、

卫

气
、

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
,

但不宜千人一方
。

根据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中药处方可选用
,

如贯众
、

板

兰根
、

大青叶
、

黄茂
、

鱼腥草
、

银花
、

连翘
、

佩兰等为主

药
,

根据 中医药君
、

臣
、

佐
、

使的配方原则
,

对临床患

者对症加减配方调剂
。

附新华社北京 2003 年 4 月 25 日电 :国家中医

药局组织中医药专家修定的六权威处方如下
:

处方 1
:生黄茂 109

,

败酱草 159
,

慧仁 159
,

桔梗

69 ,

生甘草 39
。

主要功能
:
清热解毒

,

益气化湿
。

处方 2
:
鱼腥草 159

,

野菊花 69
,

大青 叶 10 9
,

佩

兰 10 9
,

草果 39
。

主要功能
:
清热解毒

,

利湿化浊
。

处方 3
:
蒲公英 159

,

金莲花 69
,

大青 叶 10 9
,

葛

根 10 9
,

苏叶 69
。

主要功能
:
清热解毒

,

散风透邪
。

处方 4
:
芦根 159 ,

银花 10 9
,

连翘 10 9
,

薄荷 69
,

生甘草 59
。

主要功能
:
清热解毒

,

疏风透邪
。

处方 5
:生黄蔑 10 9

,

白术 69
,

防风 10 9
,

苍术 69
,

霍香 10 9
,

沙参 10 9
,

银花 109
,

贯众 69
。

主要功能
:

健脾益气
,

解毒化湿
:

处方 6
:
太子参 109

,

贯众 69
,

银花 10 9
,

连翘
109 ,

大青叶 109
,

苏叶 10 9
,

葛根 109
,

蕾香 109
,

苍术

69
,

佩兰 10 9
。

主要功能
:
益气宣邪

,

解毒化湿
。

发布
“

非典
”

处方需经卫生部审定
,

体质年龄不

同
、

病情差异
,

应辨证论治
,

不可千人一方
。

4 糖皮质激素工’川

糖皮质激素以可的松
、

氢化可的松
、

地塞米松为

代表
,

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
。

由于主要影 响糖代

谢过程
,

故称为糖皮质激素;尚具有强大抗炎作用
,

故又称为抗炎皮质激素
。

其主要作用
:
¹ 抗炎作用 ;

º 抗免疫作用 ;» 抗内毒素作用 ;¼ 抗休克作用 ;½

对血液和造血系统的作用;¾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

用 ;¿ 退热作用 ;À 增强机体应急机能等
。

应用激素的指征建议为
:
¹ 有严重的中毒症状 ;

º 达到重症病例标准者
。

注意使用激素有指征就要

早期足量
,

但要防止消化道出血等副作用
。

轻至中

度感染的患者
,

也可选用具有类皮质激素的药物
,

如

复方甘草甜素制剂(复方甘草甜素注射液
、

片剂 )
。

具体用量应遵医嘱
。

5 抗菌药物 [5,
6〕

治疗早期如合并有细菌性或支原体
、

衣原体
、

立

克次体及革兰阳性球菌感染时
,

可选用大环内酷类
、

氟哇诺酮类
、

p

一
内酞胺类

、

四环素类抗菌药物
,

如

果痰培养或临床上提示 有耐药球菌感染
,

可 选用

(去甲)万古霉素
。

孕妇
、

未成 年人应忌用 四环素
,

哇诺酮类药物
。

6 免疫增强剂

根据条件可试(选 )用免疫球蛋 白
、

八种菌冻干

溶解物(泛福舒 )[
’〕

、

干扰素 。 一 Z b 等
,

虽然这些药

物没有冠状病毒抗体的任何成分
,

但对于重疫 区局

部高危人群或一线防治
“

非典
”

医务人员
,

可提高机

体的整体抵抗力
。

其中重组人干扰素 。 一 Z b 喷雾

剂和重组人干扰素 。 鼻喷剂进人 了临床试验阶段
,

并用于一线医护人员等高危人群预防
“

非典
” 。

“

非典
”

康复者的血清
、

血浆有望治愈
“

非典
”

病

人
,

但输人血制品必须经严格测试
,

血型必须相同
,

必须经规范的采血单位及实验室检测后
,

在医生指

导下应用
。

7 对症用药

有咳嗽
、

咳痰者可给予可待因
、

复方 可待因糖

浆
。

高热者给予 冰敷
、

酒精擦浴等物理降温措施
。

儿童忌用阿司匹林
,

因该药可能引起 Rey
e
综合征

。

另外
,

气促明显
、

轻度低氧血症者应尽早给予持

续鼻导管吸氧
。

有明显呼吸困难或达到重症病例诊

断标准的要进行监护
,

可使用无创或有创正压通气

治疗
。

由于非典型肺炎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和治疗方

法
,

但经及时的支持治疗和对症治疗后
,

绝大多数病

人可以痊愈康复
。

以上 8 类药物仅供防治
“

非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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