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象, 而对人体是否有此作用尚未搞清
。

故在

未搞清或确立本品对孕妇的安全性之前
,

建

议避免使用或慎用
。

此外
,

本 品 能 透过胎

盘
,

并刺激胰腺产生胰岛素
,

从而使胎儿发

生低血糖症
。

。

本品有少量从乳汁中排泄
,

其对新

生儿是否影响也未搞清
,

哺乳期的患者应慎

用
。

幼年型糖尿病患者对本品无效
,

新

生儿糖尿病者应选用胰岛素
。

此外
,

本品对

并发性酸中毒
、

酮症
、

高血糖昏迷者的疗效

不可靠
,

通常也不推荐使用
。

老年人
、

肝肾机能严重障碍
、

营养

不良
、

饮食摄取不规则
、

原发性或继发性肾

机能不全者使用本品时应谨慎
。

。

本品在使用过程中有时可 出现疗效

自然下降现象 称 自发性失效
,

发生率为
,

若加大剂量后疗效仍不满意时可

并用 其他磺酞脉类口服降血糖药
,

如二甲双

肌等
。

。

对本品有过敏者禁用
。

本品使用过程中应避免饮酒
,

以免

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
。

患者应于饭后服药
,

以减少胃肠道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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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非街体抗炎药一芳基丙酸类
解放军第一七二医院 姿 宝珍

‘

非留体抗炎药物中阿司匹林易引起消化

道出血
,

消炎痛及保太松毒副作用较大
,

因

而限制了它们的临床应用
。

非那西汀因对肾

脏毒性较强而被淘汰
。

六十年代初问世的新

非菌体抗炎药—
芳基丙酸类的共同特点是

疗效强
、

毒性低
、

患者易于耐受
。

经国内外

研究和临床证明
,

它是一类高效
、

安全的抗

炎
、

解热
、

镇痛药
。

近几年来这类药物发展
很快

,

已有 几个品种
之

应角于临床
,

常用的

有布洛芬
、

苯酮苯丙酸
、

苯 氧 苯 丙酸
、

蔡

普生
、 ’

畔
苯丙酸等

。

现以布洛芬为典型
,

重点介绍如下



布洛芬 异丁苯丙酸
、

’

异丁洛芬
、

拔怒风

结构式

畏段
一

心
一 ‘ , “

化学名
一 〔 一异丁苯基 〕丙酸

本品于 年由
 和

合成
。

英国药典  版
、

美国药典 第

二十一版
、

日本药局方第十改正版
,

我国

药典  !∀年版) 均已收载
。

英国和美国分

别于195 3年底和1984年 5 月批准为非处方止

痛药
。

本品经动物试验证明
:
解热作用比阿司

匹林强 25 倍
,

镇痛作用强 16 一 32 倍
。

毒副作

用较阿司匹林
、

扑热息痛小
。

临床应用证明

布洛芬的镇痛作用较强
、

消炎作用较弱
,

退

热作用与阿司匹林
、

扑热息痛相当
,

但作用

持久
,

对胃肠道的束lj激作用小
,

女全度大
,

可长期服用
。

性状及药代动 力学
:
本品为 自色结晶或

结晶性粉末
,

无味
。

熔点为85 一 87 ℃
,

几乎

不溶于水
,

庄碱性溶液中易溶
,

易溶于大多

数有机溶剂
。

本品 口服吸收快
,

生物利用度为70 % ;

1一 2 小时达最高血药浓度
;
半衰期为 2小

时 ;血浆蛋白结合率为99 % ;表观分布容积为

0. ]4L /k g
。

布洛芬在体内大部分被代谢
,

代

谢产物主要经尿排泄
,

尿中未出现 原 形 药

物
。

健康成人空腹 口服 20 0及400 m g
,

血 药

浓度呈线性关系
,

数据如下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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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1
.
用于镇痛

:
布洛芬能抑制损伤部位

前列腺素的合成
,

术前使用可使外周疼痛感

受器的敏感性和活性减到最低度
,

从而减少

有害刺激向神经中枢传入
,

故可用于手术止

痛
。

剂量
: 口服每次900 m g

,

一 日三次
。

据 日本岗山大学应用于 各种神经痛
、

变

形关节炎等
,

有效率达84
.
6 %

。

山东省人民

医院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头痛等各种疼

痛
,

有效率达9()
.
63 %

。

剂量
:
口服每 日 三

次
,

每次200~ 40om g
o

布洛芬是有效的 l日消药
,

对风湿性关节

炎
、

神经痛
、

自血病引起的骨痛
、

结核性胸

膜炎
、

蛛网膜下出血等引起的头痛
、

牙齿痛

等均有较好的止痛效果
。

2

.

用于解热
:,
据日本报道

,

布洛芬检

剂对小儿发热的退热作用有效率达89
·

7

%

,

具有快速而持久的退热作用
,

疗效确切
,

无

副作用
。

疗效优于经 基保太松
,

与阿司匹 林

相似
,

但作用比阿司匹林持久
; 与扑热息痛

比较
,

两药解热效果均在12小时以上
,

但给

药 6 一 8 小时后布洛芬平均下降直明显大于

扑热息痛
。

布洛芬与青霉素合用
,

解热效果

明显增强
。

3

.

用于消炎
:
据北京医学院三 I朔完报

道
,

用于21 例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

3 例关节肿

胀患者中 2 例肿胀消失
,

21 例中有9例血沉下

降占43%
,

病程在一年以内者 3 例血沉均下

l辛
,

一年以上者16例
,

下降者 7 例
,

说明病

程短的比病程
一

民的疗效好
。

布洛芬还可用于

I呼吸道感染及其它感染
,

有一定的 消 炎 作

用
,

并具有控制上呼吸道分泌物的 优改
。

副作用及不 良反应

布洛芬经长期或短期服用
,

副 作 用较

小
,

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
,

有的患者

连续服用 2 一 5 年未见不良反应
。

但个别病

人在用药过程中暂时出现一些副作用和不良

反应
,

主要表现为消化道
,

偶见轻度的消化

一 ]4 一



不 良
、

胃胀胃痛
、

呕吐
。

头晕
、

皮疹
、

白细

胞微降等
。

极少数出现胃溃疡及微量出血
,

转氨酶升高等
。

停药后症状会逐渐消失
。

药物相互作用

布洛芬不宜与降血糖药合用
,

因能增加

后者的降血糖作用
,

引起急性低血糖; 本品

也能增强抗凝血药的抗凝血作用
,

也不宜合

用 , 使用皮质激素者不宜突然停药; 丙磺舒

能增加本品的血浆水平
,

延长其半衰期
。

本类药物常用的尚有
:

芬布芬 F enb ufe n t:m (联苯丁酮酸)
:

本品为一较新型长效非 街体消炎镇痛药
,

对

胃肠道刺激小
,

抗炎作用较布洛芬强
,

具有

迅速长效的 优点
。

在体内代谢成联苯乙醋
,

而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

阻断炎症介质的作

用
,

产生消炎效果
。

适用于风湿性
、

类风湿

性关节炎
、

强直性脊椎炎
、

牙痛
、

手术痛
、

外伤痛等
,

总有效率达 87 %
。

已被第九届世

界抗风湿会议评为优良抗风湿药
。

口服每日

60 ~ 90m g
,

一次或 2 ~ 3 次分服
。

服 后 2

小时血药浓度达高 峰
,

半 衰 期 为12 ~ 17 小

时
,

蛋白结合率为99 %
,

可进入乳汁
。

副作用与不 良反应同布洛芬
。

有消化道

溃疡
、

肝
、

肾
、

心功能不全
、

支气管哮喘者

慎用
。

蔡普生 N ap ro x en u m (甲氧蔡丙酸
、

消炎灵)
: 经动物试验证实

,

抗炎作用为保

太松的 11 倍
,

镇痛作用为阿司匹林的 22 倍
,

为一高效低毒的消炎
、

镇痛
、

解热药
。

本品

作用与用途 与布洛芬相似
,

但半 衰 期 较长

(12 ~ 15小时) 99 % 以上与血浆蛋 白结合
,

表观分布容积0
.
I L / k g

。

口服剂量 每 日500

一75 om g
,

维持剂量 375~ 75 om g
,

早晚两次

分服
。

酮基布洛芬 k eto p : o fen u m (苯酮苯丙

酸
、

优洛芬)
:
本品具有较强的镇痛

、

消炎

及解热作用
。

消炎作用较布洛芬强
。

在同等

剂量下
,

消炎作用为阿司匹林 的 150 倍
,

退

热作用为阿司匹林的 10 0倍
、

消炎 痛的 4 倍

而毒性仅为消炎痛的 1/4
。

口服易吸收
,

一次

给药后0
.
5一 2 小时达血浆峰浓度

,

半衰期为

1
.
6一 2 小时

,

血浆蛋 白结合率达99 % 以上
。

其钠盐肌注后 15 分钟奏效
,

可维持 5 小时
,

用于癌肿止痛效果较好
。

口服每次50 m g
,

一

日 3 ~ 4 次;或开始每次10 Om g
,

一日三次
,

’

以后改为一 日二次
,

饭后服
。

本品疗效高
、

毒性低
、

剂量小
,

是一个有希望的新型非 凿

体消炎
、

镇痛
、

退热药
。

综上所述芳基丙酸类非街体抗炎药
,

由

于它的高效
、

低毒安全的特点
,

为临床医生

所喜用
,

这是一类颇有前途的抗炎镇痛解热

药
。

番 木 瓜 的 医 疗 用 途

贵少}
‘

1 省中药研 究 所

第二军区大学药学系

陈龙珠

郑汉 臣

番木瓜 (C ar iea p a p a y a L
·

) 为番

木瓜科 (C arieae ea e) 植物
,

英 文名称 为

P apay a
。

原产美洲热带地区
,

我国福 建
、

广东
、

广西
、

云南南部广泛栽培
,

为著 名热

带果树
。

番木瓜植株各部分及绿色果实均含有丰

富的乳汁
。

乳汁味苦
,

有 收敛作 用
,

比 重

]
.
02 3

‘。

乳汁中含有两种烈性的结晶性酶
—

木瓜蛋自酶 (P a p ai n) 和木瓜凝乳蛋 白
,

酶

(C h ym o papain);果实尚含番木瓜碱(C 践。
-

p “
i
”
e)

、

蛋白质
、

脂肪
、

葡萄栋 果 糖
、

蔗糖
、

钙
、

磷
、

铁
、

酒石酸
、

柠檬酸
、

.

维生

素 B : B
:
和C , 在淡黄色果实 中 含 隐 黄素

(C ry pto x a红t五in )
、

蝴蝶梅黄素(
v io la -

x an th in )
、

日二胡萝 卜素 甲
一
C
a r o t e n e )

、

卜胡萝 卜素和隐黄素环氧化物 (C ryp to x a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