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兆李 其中 例仅有微量的血尿
,

而 例对

照组病人全有严重的大量血尿
。

类细胞 抑 制 剂 一

度曾是化学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价值的药物
。

它们的抗肿瘤效力是依剂量而定的
,

应用足

够剂量药物因可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
,

故使

用受到了限制
。

这一并发状况现在可由同时

应用尿路防护剂琉乙磺酸钠而免除
。

由于排

除了对膀胧和肾脏的危害
,

就可能在临床大

剂量应用此类细胞抑制剂
,

从而改进了它们

治疗的效力
。

再者丙烯醛本身是一种致癌物

质
,

所以 曾用 类细胞抑

制剂治疗成功的病人还会画临着一种癌症发

展的危险
,

特别是在膀脆部位
。

这一危险目前

也已排除了
。

可以下结论说 由于随时可用

琉 乙磺酸钠作为尿路预防的附加治疗手段
,

则抗肿瘤治疗比以前更加安全和有效了
。

〔  《国

际药学》
,  ,  英文 〕

鱼爱和译 张紫洞校

应用前列腺素类治疗肺动脉高血压症
一

 美国
,

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肺科

前列腺素合成的前体一花生四烯酸可以

通 过两个途径代谢为血管活性物质 通

过脂肪氧化酶的途径产生白三烯酸类
“ ,

此物已证实有肺血 管 收 缩

作用
,

并且也是肺血管对肺饱缺氧的加压反

应的介质 ‘通过坏氧化酶的途 径 产 生
“
典型

” 的前列腺素类
,

但它的生成可被常

用的非留体类抗炎剂如阿司匹林
、

消炎痛和

布洛芬所抑制
。

在动物实验中
,

前 列 腺 素
。和凝血素 与前列腺素

, ,

和前列腺素 的扩血管作用相反
,

产生收缩血管作用
。

因此
,

处于原位血栓形

成和血栓栓塞双重危险中的肺动 脉 高 压 病

人
,

选用具有抗聚集作用并带有强力扩张肺

血管性质的前列腺环素治疗可能是一个有效

药物
。

”等首先研究了前列腺 环 素 治

疗肺动脉高血压病人的临床效果
。

其后

郎 等给 例肺动脉高血压患者滴往前 列

腺环素 吐一 分
,

发现肺动 脉 压

下降和心输出量明显增强
。

作煮等给 例原发性肺动脉高血压患者

一 玲 一

静脉滴注前列腺环素
,

评价随着剂量增加的

短期作用
,

其滴入剂量幅度为

分
,

证明前列腺环素降低肺血管阻力和增加

心输出量的作用与剂量有关
。

最 大 剂 量 时

平均 士 。留乓好分
,

前列腺环素降

低总的肺阻力达 以上
。

其中 例静脉滴注

 小时
,

血液动力学呈现持续的改善
。

副作用有脸红 例
、

头痛 例
、

恶心 例
、

呕吐 例
,

这些副作用在停药后几分钟内消

失
。

但一些报告指出有严重副作用
,

例如给

不可逆肺动脉高血压病人应用长效血管扩张

剂时
,

可导致顽固的全身性低血压和死亡
。

等给 例慢性阻塞性肺 病 患 者

静滴
,

发现平均肺动脉压下降
。

例在滴入。 林 分时
,

心输出量和全

身的氧转递均明显增加
。

给药 卜幻 分

的 例
,

平均肺 动脉压降低
,

但 例出

现副作用
。

例人工通氧的病人呈现心输出

量增加
,

但滴入 卜 分者
,

肺 动 脉

压无改变
,

等最近报告给 例 慢 性 肺 病

患者使用 的衍生物
一

一 的



经验
。

口 服 一  可导致肺动脉压
、

肺血

管阻力 明显降低而增加心输出量 和 氧 的 转

递
、

动脉血气体和肺功能未受此药的影响
。

口服后血液动力学作用却持续 小时
。

此报

告提示口服具有血管活性的前列腺素类同系

物
,

将来应用长期治疗肺动脉高血压也许是

有效的
。

作者认为前列腺素类药物可能具有下列

重要用途

肺动脉高血压危象的短期处理
,

如

手术关闭心内分流或在慢性肺动脉高血压的

情况下
,

右心室失偿性衰竭时
。

虽然此时为

保持满意的疗效
,

需作连续静滴
,

但 这可
“
赢得时间

” ,

稳定病人以待进一步处理
,

如心肺联合移植或长期 口服扩张血管药物治

疗
。

在给慢性肺动脉高血压病人应用长

效血管扩张剂之前
,

应评价肺循环血管的活

性
。

因前列腺素类药物一旦停止滴入后
,

其

副作用立即消失
,

故此药的短期作用可用来

评价肺血管的反应性
。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仅有 多数医 师

才使用 , 而且此类药物应用的经 验仍 然不

足
。

不过更多的经验会积累起来
,

也许更新
、

更有效或更有选择性的同类物将开发出来
,

在治疗许多类型肺血管疾病方面
,

前列腺素

类有可能发现更广泛的用途
。

〔 《心脏病 学

实践 》
, ‘ ,

英

文 〕
,

吕 国良 苏哲坦摘译 张紫洞校

醋硫葡金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效的口服金制剂

。 。五 奥地利
,

维也纳大学药物化学研究所

早期认为金制剂对结核杆菌有效而试用

于治疗结核病
,

但临床证明其疗效即使有
,

也

是微不足道的
。

后来很快发现它的抗风湿作

用
,

因此目前主要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

所谓可溶性的金盐制剂作肌内注射用
,

具有很多作用
,

于是迅速发展成为改善病状

的基本疗法用药 它们有抑制前列腺素合成

与溶酶体酶的作用
,

并有与免疫球蛋白补体

结合的作用
。

它们对某些与免疫有关的血液

细胞如多形核白细胞及单核白细胞具有特殊

作用
,

对免疫与杂类细胞功能如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亦产生影响
。

不过
,

这些金质成分也伴有一些缺点
,

一般讲就是胃肠道难于吸收而且不规则
,

因

此必须依靠肌注给药
。

它们的体内分布比较

复杂
,

不常能够集中在发炎区
。

有效金与血

浆蛋白结合率高
。

在血浆中的药物半衰期会

因重复给药而延长
,

从一天到数星期之间均

有变化 , 因此对有效金的利用度及其消除作

用的控制实是难事
。

另一方面
,

使用过量会

引来副作用
,

造成麻烦
,

有时甚至 发 生 危

险
。

副作用有皮肤发疹
、

口炎
、

多神经病
、

肾损害与血质不调等
。

、

醋硫葡金 盯 作为金 衍 生

物的尸个新品种
,

近年来已流行于整个欧洲

国家钓医药市场
,

优点在于克服过去一些注

射用金制剂所伴生的许多缺点
,

这样就把金

疗法建立在一个全新基础上
。

与过去所用的

老药相反
,

’

它微溶于水但易溶于类脂体中
。

一旦制成格液
,

就能保持单体结构不变 而

注射用金制剂通常为聚合物或齐聚物
。

由

于它在结构中含有氢硫盐与磷的成分
,

性质

稳定
,
不象其他老品种那样发生氢硫反应

。

醋硫葡金的化学名为
一
三 乙 磷 二 金 井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