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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硝哒哇治疗细菌感染性 口炎 例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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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硝哒哇
‘

早年作为抗滴虫的有 效 药

物
,

近十年来 由于发现了本 品具有广谱抗厌

氧菌作用
,

用于厌氧菌感染的治疗获得 良效

而受到广泛重视
,

年 起世界卫 生 组 织

已将本 品列为抗感染 的 基 本 药

物
,

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

正式批准本品及其制剂可用于厌氧菌引起的

严重感染
。

据文献报道
, “

近年来研 究 表

明 口腔感染中厌氧菌占  
,

我们于  一

 年应用甲硝哒哇粉涂撤 口腔溃疡面治疗

细菌感染性溃疡性口 炎 例
,

对照组 例进

行 了临床观察
,

疗效满意
,

现报道如下

一
、

治疗对象和分组

凡以发热 口腔溃疡符合细菌感染性口 炎

诊 断标准入院的患儿均列为治疗对象
,

并随

机分为治疗组即 工组 例
,

对照组即 亚组

例
,

两组共 例
。

一
、

性别与年龄 男与女之比
, 工

组 理 ,

男 例
,

女 例 五组
,

表 两 组 年 龄 分 布 表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最小 天
,

最大

岁
,

其中婴幼儿占
。

二 症状与体征 工组病程最短 小

时
,

最长 天
,

平均病程 天 体温 最 低

℃
,

最高 ℃
,
口腔 内溃疡 最 少

处
,

最多
’

处 且组病程最短 天
,

最长

天
,

平均病程 天
,

最低体温 ℃
,

最高

℃
,
口腔 内溃疡最少 处

,

最多 处
。

表 两 组 症 状 与 体 征 比 较

全 亚 组

症 状 体 征
组 亚 组

例数 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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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热

流 涎

疼 痛

精神食欲差

粘 膜 充 血

溃 疡

了

了

。

。

。

。

。

 

。

。

。

,

。

。

。

。

年 龄

儿儿儿前新 引

龄 期

计

仁片‘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注 低热 一 ℃
,

中度发热

一
,

高热 多 ℃
。

三 辅助检查 两组均于治疗前完成

血常规
,

咽拭子培养
,

大小便常规检验
,

部

分病例还作了血培养
,

心 电图等检查
,

其结

果大致相似
。

上述资料说明治疗前两组病例 的性别
,

年龄病程
,

临床症状与体征
。

经统计学处理

无显著差异
,

幼婴学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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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治疗方法与疗效观察 害
。

多见于婴幼儿
,

过去认为本病的细菌

一 治疗方法 工组用生理盐水清洗 不是厌氧菌
,

常以球菌为主要致病菌包括链

口腔后用甲硝哒噢粉涂撒在溃疡而
,

日 球菌和葡萄球菌
,

多采用青霉素
、

氨基贰药

次
,

全身按 常规量应用青霉素
、

氨基糖试类 物治疗
。

据文献报导
,

近年来研究表明 口

抗生素二联抗炎
,

个别对症处理
、

物理降温
。

腔感染中厌氧菌占  
,

根据甲硝哒哇除了

组除改用冰硼散涂撒溃疡面外
,

其他治疗 对革兰氏阴性杆菌具有显著抗菌活性外
,

对

与 工组相同
。

革兰氏阳性厌氧芽抱杆菌
、

革兰氏阳性和阴

二 痊愈标准 体温
、

血常规正常
,

性厌氧球菌如消化球菌
、

消化链球菌也有强

精神食欲好
,

流延
、

疼痛消失
,

溃疡面完全 大的抗菌作用
。

作者二年临床观察甲硝哒 坐

愈合
,
口腔粘膜光滑

,

色泽正常
。

治疗细菌感染性口炎疗效明显
,

平均疗程缩

三 疗效观穿 短 天
,

抗厌氧菌作用强
,

使用安全
,

给

在 工组盯例中
,

痊愈最快 天
,

最慢 天 药途径广毒性低
、

副作用 少
,

价廉易得
,

不
,

平均痊愈天数为 了天
。

正组 例中痊愈 引起二重感染
,

这对促进病人早 日 恢 复 健

最快 天
,

录七立 天
,

平均痊愈天数为 康
,

降低医疗费用有重要意义
。

值得注意 的

天
。

是虽然本品具有广谱抗厌氧菌作用
,

但细菌

两组痊愈天数有显著差异
, 工组平均痊 感染性口炎一般为混合感染

,

对于婴幼儿临

愈天数比 亚组缩短 天
,

疗效疗程经统计 床中毒症状明显者
,

应给予足量 的抗生素治

学处理有显著差异
。

疗十分必要
。

三 副作用 局部用药后除 了 有 味

苦缺点有待进一步改进外
,

临床上 未 见恶 参 考 文 献

心
、

呕吐
、

舌苔增厚
,

头痛
、

皮疹等不 良反 陈冠容 中级医刊  !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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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细菌感染性口 炎主要是 口腔常住菌在全 诸福堂主编 实用儿科学 下册 第 四版
。

身抵抗力降低时所 引起 口腔粘膜 的 急 性 损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人 参 的 医 疗 保 健 效 用

解放军第 医院 孙 国才

人参 幻 二

产我国东北苏联和朝鲜是驰名中外的名贵药

材
,

被誉为
“百草之王

” 。

在我国产于东北

三省的山区或半山区
,

并有大量的 人 工 栽

培
,

是我国的东北三宝之一
,

其中以吉林省

的抚松县产量最大
,

出口 占首位
,

故该县有

“
人参之乡

”
的美称

。

人参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药用部

位主要是根
。

但其根茎 人参芦 根茎上的

不定根 人参条
、

细支根与 须 根 人 参

须
、

叶 人参叶
、

花 人参花
、

果实

人参子 亦供药用
。

野生的人参称
“野山参

” 又名山参
、

栽培的称
“园参

” 又名秧参
。

如
、

将幼

小的野山参移植于 田间或将幼小的园参苗移

植于山野而成长的人参
,

称为
“
移山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