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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变化 比较
�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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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治疗前相比
� ” 尸 � �

�

� �
, � � 尸 � �

�

�� �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 �

�

��

�
�

� 不 良反应 两组治疗前后血
、

尿常规
、

肝功
、

肾

功均无改变
,

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

� 讨论

冠心病患者普遍存在高豁血症和循环障碍
,

常

规治疗 不能完全缓解其血液的高凝状态
,

冠心病治

疗的基础原则是增加冠脉血流量
,

降低心肌耗氧量
。

脉平片是银杏 叶提取物 �主要成分为黄酮及 内醋 �

与维生 素 �
、

芦丁
、

何首乌
、

当归制成的复合制剂
,

其

具有调整血管张力
,

扩张冠状动脉
,

改善心肌血供
,

降低血压
,

减轻心脏前后负荷
,

清除 自由基
,

拮抗血

小板聚集
,

有效阻止血栓形成
,

降低血液豁稠度
,

改

变血液流变学的作用
,

调节血脂代谢
,

阻止脂 质沉

积
。

其中所选用的银杏 计卜提取物主要含黄酮类化合

物
,

如银杏总黄酮昔及银杏苦内醋
,

现代药理学已经

证实其具有扩张血 管
、

增加血流量
、

降低血液豁稠

度
、

加快血流速度
、

抗缺氧及降低三酞甘油和低密度

脂蛋 白的作用川
。

理论 �脉平 片对冠心病应有 治

疗作用
,

本组观察发现脉平片对冠心病心绞痛症状

改善率达 ��
�

� �
,

显著降低心绞痛发作频率及硝酸

甘油消耗量 � 心电图改善达 ��
�

� �
,

明显降低心肌

缺血时间 � 能显著降低 � �
、

��
、

及 � � �
,

升高 川〕�
,

其治疗心绞痛的疗效与硝酸异 山梨酷相仿
,

并有调

节血脂作用
,

且无明显的不 良反应
,

安全有效
,

中西

药复方
,

可 以从多个环节控制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

是

值得临床治疗冠心病的推荐应用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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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治疗酒依赖所致精神障碍的讨论

刘为义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
,

山东 高密 � � 巧 ���

摘要 目的 � 应 用纳洛酮 治疗酒依赖所致精神障碍
。

方法 �
�� 例病人

,

随机分组
。

对照 组 �� 例
,

采用常规疗

法
,

给 予常用量的杭精神病 药
,

并给予脑 细胞营养剂 � 治疗组 �� 例
,

在上述常规治 疗的 基础上 改 为 小 剂量 抗

精神病 药
,

加 用纳 洛酮 注射液 �
�

�� �
,

溶入葡萄糖注射液 �� � �� � 中
,

��  �
,

�� � 为 � 疗程 结果
�
治 疗组患者

精神症状迅速得到控制
,

酒依赖症状逐渐改善
,

有效率 �� � � 对 照组有效率 �� � 结论 � 酒依赖 所致精神障

碍单用杭精神病药只 短暂解除精神症状
,

难于治愈酒依赖 症
,

纳洛酮配 以短时 间
、

小 剂量 的抗精神病 药
,

则能

迅速控制症状
,

达到 治愈效果
,

尤其是重症患者疗效更佳
。

关键词 纳洛 酮 � 酒依赖 �精神障碍 � 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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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 �
� � �� � � � �� ���� � � ������ � � 为经二氢吗 啡

酉�� 的衍生物
,

对麻醉性镇痛药中毒有特异性拮抗作

用
,

是特异性阿片受体拮抗剂
,

能竞争性地阻断并取

代阿片样物质与受体的结合
,

解除阿片类药物 中毒

症状 “ 。

对休克
、

心肺复苏
、

吗啡类药物及酒精急

作者简介 � 刘 为义 ��� � �
一

�
,

男
,

副主任药师
�

� � �
�

�� �  ! �� � �� � �  
�

性 中毒疗效肯定
。

随着临床药理研究的进展
,

纳洛

酮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治疗
,

并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
,

但应用于酒精依赖所致精神障碍则鲜见

报道
。

本报道 旨在就酒依赖所致精神障碍应用纳洛

酮治疗的情况进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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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床资料

�
�

� 病 例 选择 所有病例为 � � �� 年 � 月 一 � � ��

年 �� 月间的门诊及住 院病人
,

均有 � 年以上 酗酒

史
,

从嗜酒
、

醉酒
、

酗酒至发生酒依赖性精神障碍
,

临

床表现为类躁狂
一 抑郁的一系列精神症状

。

病例选

择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 � 版修

订本 ��� � � 一 � 一 � � 中精神 障碍 的诊 断标 准
�之 。

�� 例采用完全随机抽样方法分为 � 组
,

纳洛酮注射

液治疗组 �� 例
,

均 为男性
,

年龄 �� 土 �� ��� 一 ��

岁 � �对照组 � � 例
,

均为男性
,

年龄 � � 士 � � �� � 一 � �

岁 �
,

病程 � 一 � 个月不等
,

全部病例均作 �� 检查
,

排除脑病 变
,

且无精 神病及癫痈病 史
。

治疗组 ��

例
,

其 中类躁狂症 巧 例
,

类幻觉 � 例
,

类 妄想症 �

例
,

戒断反应 � 例 � 对照组 �� 例
,

其 中类躁狂症 ��

例
,

类幻觉 � 例
,

类妄想症 � 例
,

戒断反应 � 例
。

�

组间年龄
、

性别
、

病程
、

发病症状 的差异均无显著意

义 �� � �
�

� � �
。

�
�

� 治疗方 法 对照组用常规 治疗方法
�

嘱其 戒

酒
,

给予 常用量 的抗 精神病 药
�

氟 呱陡醇 注射 液

�徐 州 莱 恩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

国 药 准 字

� � � � � �  ! � � � � � � 溶人 葡 萄糖 注射 液 � � � � �
二

� �
�

� � �
,

并 依据 患 者 机体 状 况给 予 脑 细胞 营 养 剂
。

治疗组在 上述 常规 治疗 的基 础上 将 常用量 的抗

精神病药改 为 � � � 一 �乃 剂量
,

疗 程改 为 � 一 � �
,

加用纳洛酮注 射液 �北京 四环 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生 产
,

国 药 准 字 � ��� � � � � � �
�

� � � 溶 人

� � � 葡萄糖注射液 � � � � � 中 � �
� � � �

,

� 组均 � � �

为 � 疗 程
。

�
�

� 观察指 标 � 组间在相同治疗时间内观察精

神症状及酒依赖的改善程度
,

评定治疗组与对照组

的时间� 有效率
,

按治疗时间与疗效进行 比较
。

�
�

� 临床疗效判 断 治愈
� � 周后精神症状与酒依

赖症消失
。

显著进步
� � 周后精神症状消失

,

酒依赖

症状好转
。

进步
� � 周后精神症状好转

,

酒依赖症减

轻
。

无效
� � 周后

,

上述症状反复发作
。

�
�

� 统计 学处理 � 组 间疗效程度比较采用 �� �� �

分析
,

� 组 间治疗 时间与疗效 百分率 的观察 � ,

检

验
。

� 治疗结果

�
�

� 临 床疗 效 治疗组 治 愈率 �� �
,

总 有效率

�� �
� 对照组治愈率 ��

,

总有效率 �� �
。

� 组间比

较疗效有 显著差异 �尸 � �
 

�! ∀
。

见表 l
。

2

.

2 时间与疗效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相同的

时间内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 (尸 < 0
.
05 )

。

见表 2
。

2

.

3 不 良反应 治疗组未观察到不 良反应发生 ;对

照组 l例发生锥体外系反应
,

1 例发生过敏反应
,

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7
.
4 % (2/27 )

。

表 1 2 组疗效 比较 (例 )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总有效例数 (% )

纳洛酮组 29 21

对照组 27 2

注
:
上表等级数据

,

经 Rl di :检验分析
,

尸 < 0
.
05

。

2
8

(
9 7

)

1 5
(

5
6

)

0

.

2 5 4

0

.

0 8 2

表 2

组别 例数 l周 2 周

治疗时间与疗效 比较 (% )

3 周 4 周 5 周 平均值 (% )

纳洛酮组

对照组 :)

18 (62 )

l (4 )

2 1 (73 )

3 (11)

25 (87 )

4 (14 )

27 (93 )

7 (26 )

28 (97 )

15 (56 ) ::

,

:

注
:
上表经 x , 检验

,

x
, = 9

.

8 4
,

(
0

.

0 2 5
< 尸 < 0 0 5 )

3 讨论

本文选择 56 例病人进行疗效程 度
,

时间/疗效

的比较
。

对照组以 传统治疗方法给予抗精神病药
,

小剂量不能有效控 制症状
,

常用量只短暂解除精神

症状
,

难 于纠正酒依赖
,

并发生 嗜睡
、

呆滞
、

过敏反

应
、

锥体外系反应等不 良反应
。

酒依赖所致精神障

碍不能有效改善
,

且易反复发作并加重
。

治疗组以

传统疗法为基础改短时间
、

小剂量应用抗精神病药
,

加用纳洛酮
,

经治疗 1 疗程后
,

精神症状消除
,

酒依

赖症逐渐治愈
。

酒依赖是慢性酒精中毒的表现
。

酒

精中毒时机体处应激状态
,

贮存在体内的内源型阿

片肤 (脑啡肤
、

内啡肚 )释放
,

酒精代谢后某些产物

(如异喳琳生物碱 )具有阿片样作用
,

表现为中枢神

经系统抑制
,

出现运动及精神失常
,

严重者呈昏睡及

中枢麻痹
。

纳洛酮作为特异性阿片受体拮抗剂
,

对



作用互补
,

纳洛酮因具对阿片受体的特异性与专一

性拮抗
,

能迅速有效的控制症状
,

抗精神病药则既协

同纳洛酮发挥作用又增强 了纳洛酮的疗效
,

所 以相

同时间内 2 组间的疗效 比较
,

治疗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
。

应用纳洛酮治疗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

疗效确切
、

效果满意
,

通过对近
、

远期疗效的观察与随访
,

1 年

内无 l 例复发
。

尤其对于重症患者的抢救
,

特别是

对极具侵害性的类躁狂症与发生震颤澹妄危及生命

的戒断反应病人更具临床意义
。

致谢 :山东省高密市精神病 医院刘长林副主任

医师对本工作提供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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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阿片样物质具有专一性拮抗
,

从而有效地控制酒

依赖所致精神障碍
,

进而治愈酒依赖
。

本研究认为酒依赖的发生系酗酒所致
。

酒精是

一种成瘾物质
,

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较强的亲和

力和破坏力
,

而致脑损害
,

出现脑功能紊乱所致的精

神症状
,

这种病症 的发生
:一是前述 的慢性酒精 中

毒
;二是脑损害致脑内缺乏 5

一

经色胺(5
一

H T
) 和去甲

肾上腺素 (N A ) ;三是侵害了大脑边缘系统
,

使脑内

的多巴胺 (d叩
am in D A )释放增多

,

而 DA 是兴奋性

递质〔’〕
,

从而使酒依赖所致精神障碍呈现类躁狂
-

抑郁型
,

如精神恍惚
、

澹语
、

幻觉
、

狂躁
、

妄想
、

失眠
、

呆滞
、

抑郁
、

轻生等一系列精神症状
。

因此对于此类

精神症状
,

对照组仅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是不能有效

控制的
,

尤其是严重病患
,

更难奏效
。

治疗组加用纳

洛酮联合抗精神病药既阻断内源性 阿片肤
、

异哇琳

生物碱所具有的阿片样作用
,

又逆转 DA 受体的所

有作用
,

还抑制脑 内 5
一

H T 和 N A 的再摄取
,

从而使

脑内受体部位的 5
一

H T 和 N A 含量增高
,

促进突触传

递而发挥抗抑郁活性川
,

而使一系列的类躁狂
一

抑郁

精神症状得到有效控制
。

所以 2 组间临床治疗酒依

赖所致精神障碍的疗效
,

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有显

著差异
。

2 组 间治疗时间与疗效比较
,

治疗组两药

回顾性分析 357 例次小儿抗癫痈药物血药浓度

蔡少华
,

龙冬兰
,

蔡韬 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 175 医院小儿科
,

福建 漳州 36 3000)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 4 种常用杭痛痈药在儿 童痛痈治疗 中的血药浓度监测情况
,

以 利指 导合理用 药
。

方

法 :采用 H P LC 法测定 丙戊酸钠
、

卡马 西平
、

苯 巴 比妥和苯妥英钠 4 种常用抗癫痈 药物 的血药浓度
。

结果 :血

药浓度在治疗窗内 占4 7
.
1%

,

高于治疗窗占 7
.
0 %

,

低于治 疗窗 占 45
.
9 %

。

常规服药的患者有 49
.
8 % 血药

浓度在治疗窗内
,

联合用药致血药浓度偏 离治疗窗达 76
.
2 %

。

结论 :儿 童使用抗癫 痈 药物监测血 药浓度是

指导临床用药的重要依据
,

特别是联合用 药尤其应 密切监测
。

关键词 抗癫痈药 ; 血药浓度 ;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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