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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义临床医步应掌卫
,

好 药
·

, ,

避免 之士
、

大量用药 川药川问除汁愈琢发病治疗外
,

应定期查血常现
。

美 沙 芬 和 闷 可 乐

丁
’

众
,

乞 张紫洞校

美沙芬 咤 , 和  !∀ 可

乐 具幼 的联合应用能引起 恶

心和眩晕
、

一种完全双侧性的腿震颤和腹部

及较低背部的肌肉痉挛
、

接着可出现双侧性

和持续性的双腿肌阵挛
、

偶尔出现双足的舞

蹈病及指痉病性运动以及明显的尿漪留
。

已报道了一个病例
,

岁的妇女正用闷

可乐治疗抑郁症
,

当他服用了一种非处方药

物含有美沙芬时
,

她受到了一种 明显的药物

相互作用的影响
。

她服用闷可乐每 天

已 星期了
,

没出现任何间题
,

当她另外 眼

了一种含有美沙芬 加 的药物孔 愈 创 木

酚甘油醚
。 、动 时

,

分钟以后她恶心相

眩晕
。

在 分钟之内
,

发展到一种完全双侧

性的 腿震颤和腹部和较低背部的肌 肉痉孪

接着就是她双腿双侧性和持续性肌阵挛
,

她

的双脚偶尔出现舞蹈病及指痉病性运动和明

显尿瀚留
。

、

在服用镇咳药 小时以后
,

她的

症状大大改善
,

但甚李在两个月后
,

在她睡

觉之前偶尔也有肌阵挛发生
。

作者汇综了文献中已经报道的类似相互

作用
,

并认为这种相互反应的机理是中枢神

经系统中的 羚色胺活性的增强
。

二 子回 指出
,

在美沙芬和单胺氧化酶抑制

剂之间相互作甩的效能已有争 议
。

我们 相

信
,

本文报道的病例支持以前对这种相互作

用的临床租理论上的证 明
。

〔人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亏,

英文 〕

阿 司 匹 林
一

和 替 诺
一

昔 康

丁从
、

件 张紫洞校

在给予单剂晕的替诺昔康
。。。

之后
,

阿司匹 林引起它的保留时问下 降

了
、

分
一

市容积 卜升了 不日洁除率 价加

了娜
。

在长期大剂量的阿司匹林存在时
,

替诺昔康的稳态浓度明显下降
。

血浆
,
朴替诺

昔康的游离百分比在阿司匹林存在时二狡约是

原来的两倍
。

替诺昔康是一科
,

非 葫体抗炎剂
,

也足一
个唯嗯并唯嗓衍生物

。

它抑制前列腺素的合

成
,
并且在标准的动物模型 中显示了抗炎和

抗风湿活性
。

价
一

风 显病的治疗中该药也证明

为有效和耐受良好
。

由于阿司匹林通常 与其

它抗炎药一起服用
,

所 以巳经进行 了有关在

单荆量和多剂量的替诺昔康服用后
,

长期大

剂量呛阿司匹林治疗对替诺背康 处 置 的 影

响
。

一
‘

八名志愿者参加研究
。

他们在前一天晚

土禁食后给予每人沁 如勺替诺昔康用 水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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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

在一个延
一

长的时间  天 时收集血样

并对替诺昔康作分析
。

接着
,

这些受试者同

食物一齐服用阿司匹林 缓释片
,

每

小时服 片
,

等于每天 总共摄入
· 。

某

些受试老 因为不能耐受大剂 鼠的阿司匹林
,

减少 了剂量
。

阿司匹林继续服用 天
,

然后

再次给予替诺昔康阿司匹林继续服 天
,

收

集替诺昔康后的血浪
。

有 名受试者阿司匹林进一步服至 天

并且在这期 间服用替诺昔康 每日
。

延长的期间再次收集血样并对替诺昔康做分

析
。

替诺昔康与血浆蛋 白的结合度也做了测

定
。

经发现阿司匹林对替诺昔康体内的保留

时间下降了 平均 小时
、

分布容积上升了 平均 升
,

以及清除率增加了 平均 一
。

在长期大剂量阿司匹林存在时
,

替诺昔

康的稳态浓度明显降低 平均
·

一
·

“

。

在血浆中游离替诺昔 康 的 百 分 浓

度
,

在阿司匹林存在时大约是原 来 的 两 倍

平均
。

阿司匹林没有改变替诺昔康峰血药浓度

时间
,

这可认为阿司匹林并未干 涉 它 的 吸

收
,

而是随着给予单剂最的口服药物之后
,

阿司匹林明显降低 了它的峰浓度
。

关于这种相互作用的机理作者阐明说
,

阿司匹林对替诺昔康的处置作用是属于一种

竞争性蛋白结合的相互作用
。

他们讨论了此一发现的临床意义
,

说阿

司匹林与非街体抗炎剂联合应用 的 多数 研

究
,

都未能表明这种合用的临床效 果 的 增

加
,

至少有三项研究 已经证明是两可的
,

但

是抗炎效力提高不明显
,

因此
,

一般来说
,

这表明在风湿病的治疗中非尘体抗炎剂与口

服阿司匹林的联合应用似乎是不大合理
。 ”

〔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

英文

地高辛和普番本辛
、

消胆胺相互作用

梁 强 译 张紫洞才之

地高辛片的生物利用度可因普鲁本辛

和消胆胺而受到显著的改变
,

若投予地高辛

胶囊却不受其影响
。

地高辛的生物利用度可受许多因素的影

响
。

据观察消胆胺可降低地高辛片的生物利

用度为  
,

而普鲁本辛能使地高辛片

的血药浓度增加
。

一项试验研究了

这两种药物对地高辛胶囊生物利 用 度 的 影

响
。

据有关报道
,

地高辛胶囊的生物利用度

是 写
。

试验为 名成年受试者
,

一组单独给予

地高辛片
,

梅次 片
,

一 组 地

高辛与普鲁本辛同服 一日 次
,

每次巧 弓,

连服两周 , 一组地高辛片与消 胆 胺 同服

一 日二次
,

每次 笔,

主坎两周
。

用地高辛胶囊 代替片剂重复

试验
,

通过测定 注小时血清中地高辛的

浓度
,

绘出 左小时血药一时曲线下 面积计算

稳态生物利用度
。

从获得的详细对照实验结

果来看
,

比较地高辛片
、

地商辛片与消阻胺

片
、

地高辛片与普鲁本辛片的  可 见 显

著差别
。

单服地高辛片的血药浓度与地高辛

和消胆胺同服时也可见显著不同
。

消胆胺降

低地高辛的生物利用度
,

而普鲁木辛在同样

环境下增加地高辛的声物利用度
。

这些结果证明 的地高辛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