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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疗程
。

结果 有效 例
,

好转

例
,

无效例
,

总有效率

只
。

部分患者注射部位轻度肿胀
,

有酸胀

痛感
,

但一般都能耐受
。

八
、

抓啥治疗慢性尊麻疹
‘

应用氯哇治疗慢性尊麻疹 例
。

方法

口 服氯哇 一
,

每 日 次
,

休重减轻

或有消化不 良者
,

剂量减为每日
。

一

般为服药 周停药一周为一疗程
。

两疗程无

效者则停止用药
。

在用氯咬期间不用抗组织

胺药及激素
,

但可用维生素 及钙片
,

治疗

一疗程 例
,

二疗程 例
,

三疗程 例
,

四

疗程 例
。

结果 痊愈 例
,

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
。

副作用 偶有

企欲不振或轻度腹部不适
。

九
、

氯化钠治疗急
、

慢性尊麻疹
。

高浓度氯化钠溶液擦洗治疗急
、

慢性尊

麻疹有 良效
,

据报道用高浓度氯化钠溶液治

疗急
、

慢性尊麻疹 例
。

病程最短 小时
,

最长 余年
。

其中擦 洗 次 治 愈 者 例
,

次治愈者 例
,

次 以上者 例
,

明显好转 例
,

例 无

效
,

总有效率
。

某些病人在 年内有

不同程度 的复发
,

再用仍有效
。

随访 一

年未见复发
,

本法简便
、

安全有效
。

十
、

与 受体拮抗剂联合应 用 治疗

慢性尊麻疹 归 。

以 受体拮抗剂治疗无效 的 例慢性算

麻疹患者
,

分二组分另采用单用 受体拮

抗剂甲氰咪肌
,

每次
、

侮 日 三 次 及

, 、

受体拮抗剂联合用药即赛庚咙
,

每

日 次
,

每次 匀。 ,

甲氰咪孤
,

每 日 次
,

侮次 进行 治疗
。

结果 联合用药组的

显效率为
,

而单用 受体拮抗 剂 组

仅为
,

前者明显优于后者
,

作者认为

联合用药法安全
、

有效
,

为慢性茸麻疹提供

一个新的治疗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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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奶药的合理使用与澳隐停的新用途

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医院 杨 永明

哺乳期妇女由于工作
、

健康等原 因
,

需

要停止哺乳
,

如不及时退奶或退奶方法不佳

时
,

轻者肿胀难忍
,

重者酿成乳腺炎
。

因此
,

及时有效地用退奶药是必要的
。

而目前供临

床使用的退奶药仅三种
‘ 。

笔者收集近年曾

用公认的退奶药 例和用新方法退奶 例
,

发现不少不合理处
,

本文就如何正确使用退

奶药和提出误隐停可作为新的有效退奶药谈



总 药学情报通讯 年第 卷第 期

一 点看法
,

供同行们参考
。

一
、

用传统退奶的用药情况

表 例退奶药用 药效果分析

用药品名

乙烯雌酚

例数 浮致乳腺炎例数

生 麦 芽

炒 麦 芽

雌 二 醇

二
、

不合理 用药分析

一 雌 二醇和 乙烯雌酚的 用量 太小

利用雌性激素来退奶的原理
,

就是大剂

量的雌性激素可作用于丘脑一垂体系统
,

从

而抑制促性腺激素及泌乳素而达治疗 目的
,

其关键是一个量大
。

以乙烯雌酚 片为例
,

每次

用极量
,

每 日 次
,

才能奏效
。

经核查

处方
,

有 例用量均为
,

有 例

用
,

但该药引起的恶心
、

呕吐
,

病人第

二次服药就自行减到 片
。

二 生 麦 芽和妙 麦芽不分

用麦芽退奶是最常见 的一种方法
。

能 查

到的是 例
,

而实际上有许多患者 自己到市

内药房买药
。

麦芽退奶是利用麦芽的温通作

用
,

减轻乳母断奶后的乳汁滞留
,

从而 消除

肿胀
,

因此应该用炒麦芽
,

而且用量宜大
。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也认为
“
产后无子食

乳
,

乳不消
,

令人发热恶寒
,

用大麦粟二两

即麦芽
,

炒为米
,

每服五钱
,

白汤下
,

甚 良
。

川
“

可见麦芽应该用炒为宜
。

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使临床上生炒混用的现象特别严

重
,

直接影响效果
。

笔者查询了部分书刊
,

结果也是众说不一
,

详见表
。

表 有 关 书 刊 记 栽 麦 芽 退 奶 的 用 法

作 者 书 干。 用 法 页 石马

厅‘门艺曰才任月陈新谦等

上海第二医学院妇产科

贾名川等

陈新谦

王浴生

李德才

谢惠民

凌 一摆

新编药物学 版

妇产科手册

中医杂志  

新编药物学 版

中药药理与应用

新简明药物手册

常用药物知识

中药学

麦芽 克

生麦芽 克煎汤代茶

炒麦芽四两水煎服

炒麦芽四两水煎服

生麦芽 克

炒黄研成末 克

炒麦芽

生炒麦芽各 一 克

 

 

三
、

解决的 办法

鉴于退奶药在临床上达不到治疗效果 的

情况
,

我们选用了瑞士山道士制药公司生产

的
,

每片含澳隐停
。

这是一种

泌乳素抑制剂
,

虽其说明书上无退 奶 的 用

途
,

可此药有直接抑制泌乳激素 的 药 理作

用
,

因此已试用 例
,

全部在 日内有效
,

无 例导致乳腺炎而用抗生素
,

具 体 用 法

是
,

每次半片
,

日 次
。

体重 超 过

的可酌情增至 片
,

一 日 次饭中服
。

四
、

讨 论
,

如用传统退奶法
,

雌激素的用量一

定要足
,

麦芽一定要炒
。

能查到的有关用麦

芽退奶的报道也是用炒麦芽
,

何况经典的本

草纲 目也主张用炒
。

如用生麦芽起 不 到 温

通
、

散血
、

行气的作用
“

’

‘ 。

澳隐停直接抑制泌乳素
,

用量小
,

起效快
,

效果好
,

一般一 日内就感觉肿胀减

轻
,

已有轻度乳腺炎的患者也有同样效果
,

且不用抗生素
、

因此
,

建议可作为一种新的

退奶药
。

由于各种书刊对麦芽生和炒用 的记

载不同
,

致使临床医师无所适从
,

究竞以哪

个文献为准
,

尚有待于临床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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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陈新谦等 新编药物学

南戈

第十二版 人民卫生

出社
,

李时玲 水草纲 「 校对木第三册 人民卫生

出版社
,

贾名川等 中医杂志
,  

中己医学院 中药临床应用
’一

东人民出版社

,

甲硝哒哇治疗细菌感染性 口炎 例临床观察

解放军 医院儿科 篮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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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例
,

对照组即 亚组33

例
,

两组共60 例
。

( 一 )
、

性别与年龄
: 男与女之比

, 工

组2
.
理 ,

1 ( 男 19例
,

女 8 例 ); 五组 ]
.
2 ,

1

表 1 两 组 年 龄 分 布 表

(男 18例
,

女15例)
。

年龄最小12天
,

最大

13 岁
,

其中婴幼儿占82%
。

(二) 症状与体征
: 工组病程最短 3 小

时
,

最长 12 天
,

平均病程3
.
2天 ; 体温 最 低

37
.
3℃

,

最高40
.
5℃

,
口腔 内溃疡 最 少 1

处
,

最多
’

7 处
; 且组病程最短 1 天

,

最长 8

天
,

平均病程3
.
1天

,

最低体温37
.
5℃

,

最高

40
.
5℃

,
口腔 内溃疡最少 1处

,

最多6 处
。

表 2 两 组 症 状 与 体 征 比 较

1
1 全:

{
亚 组

症 状 体 征
I 组

!
亚 组

例数 例数

低 热

中 度 发 热

高 热

流 涎

疼 痛

精神食欲差

粘 膜 充 血

溃 疡

l4

6

27

27

27

2了

2 了

2 5
。

9

5 1

。

g

2 2

。

2

1 0 0

。

0

1 0 0

。

0

1 C O

.

O

1 0 0

。

0

1 0
0

。

0

1 0

1 3

1 0

3 3

3 3

3 3

3 3

3 0 3

3 9

。

4

3 0

,

3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0

3 3 1 0 0

。

0

年 龄

儿儿儿前新 引

龄 期

计

仁片‘o

⋯
”u

·

8

⋯
”

{

“了
·
2

‘1

⋯
37· 0

⋯
’8

}

5 4
·

”

4

{

’‘
·
8 ⋯ 4

⋯
‘2

· ,

2

{

7
·

4

⋯
1
{

“
·

i

2 7
}

1 0 0
·

o

{

3 3 }
1 0 0

一
0

注: 低热 37
.
3一38

.
4℃ ,

中度发热 38
.
5

一 39
.
4 oC

,

高热 多39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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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
,

0
5

)

幼婴学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