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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如新霉素和红霉素良
,

价明也是为了减少

结肠中菌体的数量
。

由于一些研究在手术 前

使用了口服抗生素
,

所以 与头抱菌索类比佼

试验的评价是困难的
。

在接受 日服抗生索的

病人 中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

发现使用头抱唾

厉和头抱哩林尔伤 口感染宝是相似的
。

在比

较研究头抱哇洲
、 、

头泡西丁和头抱哩脂观察

的结果也相似
。

许多研究表明
,

预防性应用

具有需氧活性和天氧活性差忱抗菌剂
,

则厌

氧感染发生率低
。

妇产科

在剖腹产术分娩 中
,

产妇 」补感染率是阴

道分娩时的 一 倍
。

病人过早的膜破裂超

过 小时或者是第一次剖腹
,

其感染的危险

性很大
,

所以使用预防比抗生素很有好处 但

是当病人经过了重复剖腹产
,

对此就不需要

了
。

头抱哇林在剖腹产这种高度危险的情况

中是有效的预防抗生素
。

头抱哩林与头抱西

丁的比较研究
,

并未发现术后感染率有明显

的区别
,

而 另一项研究把头抱哇林与头抱经

狡氧比较
,

术后发热的发病率也没有区别
。

当施 行阴道的子宫切除术时不用预防抗

生素
,

术 后的感染率是 一
。

第一代
、

第二代
、

第三代头抱菌素的预防应用是相当

有效匀
,

它能降低感染率到允许的水平 , 不

过第二 代
、

第三代头抱菌素价格较贵
,

与第

一代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更为安全或更为有效

的效果
。

结 论

头泡菌素类 已被广泛应用并在许多外科

手术中是首选药物
。

这是由于它们的抗菌谱

广和不 良反应发生 率低
。

与任何 抗 生 素 一

样
,

选择头泡菌素作为外科手术预防一定要

注意有效性
、

安全性和相当低的费用
。

除了

头袍西丁在结肠 直肠手术中可能是一 个 例

外
,

似乎没有多大理由使用第 二
、

第 三 代

头袍菌素
。

主张使用这些新抗生素必须加以

抵制
,

除非有比较研究表明
,

使用它们后可

使感染率降低
,

或者在较低费用下获得同样

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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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拮抗剂一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新概念

丁 月等
一

喘士
,

巴塞尔大学医院内科

雷招 宝节译 黄福 昌校

在临床研究和高血压治疗中
,

钙拮抗剂

已得到了更多的注意
。

在高血压病人中
,

钙

拮抗剂具更强大的扩血管活性
,

因而促进了

对它的研究
。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对于增加血

管平滑肌细胞张力是一决定因素
。

就调节平

滑肌张力的所有神经激素和离子影响而言
,

游离钙为一焦点
。

尽管关于血管平滑肌细胞

中膜受体和离子泵是如何影响慢通道钙流入

的确切机理尚不完全清楚
,

但在原发性高血

压的鼠及病人脂肪组织中观察到细胞内钙离

子浓度增加
。

最近 加等使用细胞内埋藏萤

光染料
一

的方法观察到 已 确 诊 的 高

血压病人的血小板中游离钙离子浓 度 增 加

与血压正常的受试者比较
。

他们还发现

血小板细胞内游离钙浓度和收缩压
、

舒张压

有密切关系
。

如果对人血小板的这些发现可

外推至 血管平滑肌细胞
,

那么这种密切的直

接相关性提示 在高血压病人 中血管阻力增

高可能是细胞内游离钙浓度增加所致
。

推测

此为大多数类型的原发性高血压 的 关键 因

素
。

使细胞内游离钙浓度降低有几种可能途



丝到壹退通迅坦坦生呈里查盆工塑 总

径 阻滞钙流入
,

干扰钙代谢或通过肌浆网

使之分离及促进钙的释放
。

原发性高血压 中钙流入依赖性血管收缩

增加 为了评价钙拮抗剂的犷
一

张血管作用
,

等在原发 性 高 血
‘

压 病 人 及 血 压

正常学试者中通过动脉输注各种不同剂量的

异搏定至前臀循环
,

使组织 浓 度 达 一筋

雌
,

各种剂量均使两组受试 者 前 臀

血流量逐渐增加 但在病人组中的增加量显

著高于正常人组
。

此
。
等在正常 受 试

者和高血压病人中 也观察到同样的差异
。

此

外异搏定使前臀血流量增加直接与血浆肾上

腺素水平有关
,

与基础血浆肾素活性呈间接

相关
,

这提示在异搏定的治疗反应中
,

肾素
‘

一血管紧张素系统反应性与交感神经系统之

间有直接相关性
。

钙拮杭剂的抗高血压 效界 在我们的早

期研究中将 名原发性高血压病人单用异搏

定治疗的降压效果与单 用 卜 阻 滞 剂 二

和单用利尿剂 二 的治疗效果作了

比较
。

发现异搏定的总降压效果与民阻滞剂

或利尿剂相似
。

利尿剂与异搏定所厂生的血

压改变呈直接相关
,

但与阶阻滞剂所产生的

血压改变呈间接相关
。

异搏定和 民 阻 滞 剂

的降压反应为一相反关系
,

但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异搏定的降压作用与治疗前平均血压和

病人的年龄显著相关
。

在最近研究中我们评价了异搏定缓释制

剂单独治疗 名 男 人及女 人
,

平均年

龄 土 岁 按 分类属 工一 亚 期

及尼群地平  邝 。
单独 治 疗

名 男 人及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原发性高血压病人的抗高血压效果
。

所有受

试者的随霭舒 张 压 在 。

期立
,

在 一 周的安慰剂 期 间

至少测定三次血压
。

按病人的肾素一钠指数

予以分类 异搏定治疗组肾素一钠指数低者

人
、

正常者 人
、

高者 人 , 尼群地平组

低者 人
、

正常者 人
、

高者 人
。

安慰剂

周期后给予异搏定缓释制剂 人剂量为

加 幻二
,

加 人 为
又 即

江 “
片 次

,

早晚各服 一 次
。

目 标

是使舒张压降至簇
。

尼群地平组开

始剂星为 , 雌
,

在二周 内 渐 增 至 最 大

剂 量 别二 平 均 占 治 疗 目

标同上
。

治疗时间 异搏定组平均 士

天
,

尼辞地平组平均 以士 了天
。

单用异搏定治疗组有 人达治疗 目标
。

血压从 士 士 降至 士

·

士
·

均为 。
。

治疗期间有

细小但明显台心率减慢
,

体重不变
。

仅一人

由于发生不能耐受的便秘而停药
,

另有二人

诉说眩晕
,

另外还有 口干
、

口渴和过度出汗

的副作用
。

无头痛发生
。

单用尼群地平治疗组 人中有 人达到

治疗目标
。

血压 土 土 降至

土 了 ‘
士 均

治疗期何病入心率和体重无改变
。

在头二个

月 内有二人由于副作用而停药 一人头痛
,

一人踩部水肿
。

另有二人诉说腿部热感
,

一

人腿部轻度水肿
。

从平均血压降低的程度来看
,

异搏定和

尼群地平的降压效果与病人年龄 直 接 相 关
,

、
, 。

在平均血压降低百分率和治疗前平均血压之

间
,

两药 也有类似的可比关系
,

·

艺 二 ,
·

 
。

在平均血压 涤

低与治疗前血浆肾素活性之间两药关系倒置
,

·

 , “
· 。

两药的降压效呆在老年病人及低肾素水平的

病人中最佳
,

中年及肾素水平正常的病人次

之
,

而在年青病人及高肾素水平的病人则相

对较差
。

决 定钙拮杭 剂反应 图的 因素

用钙拮抗剂所见抗高血压反应方式可用

二种主要机理进行解释
。

钙拮抗剂的抗高血

压反应与治疗前的血压水平呈 良好相关性
,

而细胞内游离钙浓度直接与血压高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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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长效尼群地平和氏阻滞剂醋丁心安抗高

血压治疗前及期间测定血小板细胞内游离钙

浓度
,

同时进行钙内流依赖性血管收缩的体

积描记测定
,

显示血小板细胞内游离钙浓度

的降低与钙内流依赖性过度 血管 收缩的减弱

呈直接相关性
。

另一方面
,

老年人及低肾素活性病人的

卜受体介导的心脏
、

肾脏及外周反应适应性

和减弱的气压反射活性一并降低
,

而相对增

加 及可能增加 一肾上腺素受体介导的血

管收缩反应
。

随着血压的降低
,

使增加 了的

外周血管阻力呈药理性降低
,

通过气压反射

机制兴奋交感神经
,

进而激活 肾素一血管紧

张素一醛固酮系统
。

反过来导致阶受体介导

的功能如心率和心输出量
、

体液锗 留 及 一

受体参与的 自管收缩反应增加
。

在 气 压 反

射敏感性及阶受体介导的功能正常甚或增加

的年青高血压病人中
,

交感神经和肾素一血

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反应性增加最明显
。

因此在年青和高肾素活性的病人中对钙通道

阻滞剂的降压反应差可能是由于交感神经和

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的反应性抵

消了药物所致的降压作用
。

与钙 拮 抗 剂 相

反
,

日
一阻滞剂对高肾素活性的年青病人最有

效
。

最近 等证实在低对高肾素水平和

年青对老年病人中氏阻滞剂和钙阻滞剂有着

对立 的降压效果
。

根据用黔阻滞剂和钙阻滞剂及利尿剂所

观察到的对立反应方式
,

对原发性高血压病

人我们提出如下治疗方案 对年青的及高血

浆肾素活性的病人开始可采用卜 阻 滞 剂 治

疗
。

对年老的及低 肾素活性的病人开始可用

钙阻滞剂或利尿剂治疗
。

年龄在  岁及

血浆肾素活性正常的病人既可选用价阻滞剂

也可选用钙拮抗剂进行治疗
。

〔  ! 《美国心脏学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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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生丁与低剂量阿司匹林

治疗血管内皮下膜血小板粘附的作用

等 意大利
,

米兰市马里奥内格罗药理研究所

迟志宏 刘瑛琪节译 王 她校

对照 临床实验证 明 阿司匹林

与潘生丁合用可有效 地减低做过腹股沟下及

冠状动脉分流术的病人血管再度闭塞的发生

率
「

,

推迟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性疾病的发

生似及减少心肌梗塞病人长期治疗后冠状动

脉并发症的发生
。

然而联合用药在体内的抗

血栓效果的药理学基础尚不清楚
。

在体外试验中
,

一般治疗浓度的潘生丁

几乎没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

除非有红

细胞存在
。

在动物的体内
、

体外试验 中
,

潘

生丁都能抑制血管内皮下膜血小板粘附
。

本研究的目的
,

在于查明在红细胞存在

的条 件下
,

单独服用潘生丁或与小剂量

合用是否能抑制人体血小板粘附
。

方 法

名年龄为 岁
、

体 重

的健康男子
,

按照随机
、

单盲和交叉计划接

受下法治疗 潘生丁  潘

生丁 十 或安慰剂
。

受试者按处方服药
,

每日 次 上午

点及下午 点
,

连续 天
。

在第四天的上

午 点服最后一次药
,

小时后采集血样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