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塑到青报通讯 年第 白卷第 期

据研究发现
,

糖尿病患者尿中的肌醇排

出量增加
,

且糖尿病患者山梨醇旁路代谢增

强
,

使周围冲经组织中肌醇含量下降
,

从而

降低了 一 “ 一 酶的活性
,

产 生神

经病变
。

口服肌醇可补充神经组织中醇肌的

不足 , 促进末稍伸经组织细胞功能恢复正常
。

姜氏等报告 例
,

当空 腹血糖控制 在

时
,

口服肌醇每次
,

每 日 次
,

经 一 个 月治疗后
,

例全部

显效
,

末稍神经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
,

有效

率 。 而同期采用维生素
、 ,

治 疗 的

例
,

仅 例有效
,

有效率仅
,

两组

差异非常显著
“ 。

五
、

烟酸肌醇醋治疗座疮

烟酸肌醇醋治疗座疮疗效 良好
,

其机理

可能与调节皮脂腺分泌及扩张毛细血管
,

以

加速皮脂腺分泌物 从毛囊口 排泄有关
“ 。

莫

氏报道 例
, 口服烟酸肌醇脂每次

,

每

日 次
,

疗程 周
,

结果治愈 例
,

显 效

皮损  消失 例
,

有效 皮损 消

失 例
,

有效率达  
。

郝氏用上法治

疗 例
,

经 一 疗程治疗后
,

治愈 例
,

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总有效率
‘“ 。

六
、

硫酸亚铁治疗婴幼儿屏气发作 呼

吸暂停症

婴幼儿屏气发作可能是由于体内缺铁及

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所致
。

患儿红细胞胆碱

醋酶低于正常
,

其原因可能是缺铁 引 起 乙

酞胆碱醋酶合成障碍及结构改变
,

使乙酞胆

碱在体内积聚
,

因而导致副交感神经功能亢

进
,

在情绪激动等因素的诱发下
,

则 引起本

病的发作
。

金氏采用硫酸亚铁与山蓖若碱联

合治疗婴幼儿屏气发作 例
,

获显著疗效
。

用法 硫酸亚铁糖浆每 日
,

山

食若碱每日
,

均分 次 分

服
,

疗程 天
,

第二疗程硫酸亚铁糖浆减至

每 日 么,

山食若碱停服
。

结果经 个

疗程治疗后 例痊愈
,

例显效 发作次数

减少 以上
,

例缓解 发作次数减少

以上
,

有效率
。

副作用可 有 恶

心
、

呕吐
、

面色潮红
、

不安等
,

均在服药最

初 周内发生
,

周后即消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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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腹泻合剂 的研制及临床疗效观察

解放军第 医院 孙迪清 陈乃 勤

婴幼儿腹泻是 科常见病
、

多发病
,

其

中非感染性腹泻 占相当比例
,

目前对止泻药

物的应用虽有争论
,

但国内外使用 仍 很 普

遍
。

鉴于对一些常规止泻药物的疗效仍不肯

定 叫
,

新的止泻药物 如苯乙呱咙
、

氧苯呱

酞胺等 有引起麻痹性肠梗阻的副作用
,

国内儿科应用还不普遍
。

我们研制了抗腹泻

合剂
,

经 例非感染性腹泻患儿的临 床 观

察
,

认为疗效满意
,

现报道如下
。

一
、

组方与制法

处方

硫酸锌

胰 酶粉

复方樟脑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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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茄配

维生素

构稼酸钠

帐馏水加至

。

 

制法 取硫酸锌
、

维生素
,

加适量

蒸馏水溶解
,

将胰酶粉撒在液 面 上
,

使 其

自动吸水下沉 另取拘穆酸钠加水溶解
,

两

液合并
。

再取复方樟脑配
、

颠茄配在搅拌下

缓缓加入上液中
,

加蒸馏水至足量
,

搅匀即

得
。

用法 与用量 小儿 口服

次
, ,

用 前摇匀
。

二
、

临床资料与方法

病例选择 全部患者均为 岁以下

婴幼儿
,

系喂养不 当或受凉等因素引起腹泻

每天三次以上
。

大便稀薄或黄绿色 带 有 泡

沫
,

镜检以脂肪滴及不消化食物为主
。

大便

培养均为阴性 由于条件限制
,

只做一般培

养
,

诊断为非感染性腹泻 根据粪便外

观
、

性伏及流行季节剔除感染性腹泻
。

治 疗 方法 例非感染性腹泻患儿

了鱼机分组
。

治疗组 例
,

男女之比
,

口服抗嘎泻合剂
。

对 照组

例
,

男女之比 八
,

口服鞭

酸蛋白
、

次碳酸秘或氧苯呱酞胺
,

均按常规

剂量
。

两组有脱水者都补液
,

有合并症者对

症治疗
,

病情严重者适当禁食
。

两组年龄
、

病情和分期分型
“

均无统 计 学

差异
,

详见表
。 、

疗 效标 准 痊愈 大便稠或成形
,

腹泻次数降至每夭二次 以下
,

症状及体征消

失
,

好转 大便稍稀
,

腹泻次数降至每天三

至五次
,

症状体征明显减轻
。

无效 腹泻次

数未减少
,

症状体征均无改善
。

疗效观察

天为一疗程
。

三
、

结 果

全部患者均痊愈出院
。

治疗组三 日痊愈

率
,

远优于对照组
。

对照组

痊愈 日期明显拖延
。

两组疗程疗效差异非常

显著
,

详见表
。

表 治 疗 组 和 甘 照 组 病 情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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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喂养不当和受凉是引起婴幼儿非感染住

腹泻的主要原因
。

婴幼儿的消化系统发育不

够完善
,

消 化功能比 校脆弱
,

受凉或喂养不

当均可造成胃肠功能超负荷运转
,

从而产生

呕吐
、

腹痛
、

腹泻 等症状
,

易 引起 肠 道 平

滑肌微血 管的超常免疫反应 〔‘》
。

本 方 在 解

痉
、

J 匕痛
、

止泻 的基础上加入 口服易吸收的

硫酸锌 (服药 3 h后血洁锌达最高峰) “ ) ,

能稳定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

阻断肥大细胞

膜上的受体
,

抑制其脱颗粒作用
,

增强对 自

由基攻击的抵抗力 (“ 2
,

帮助维持胃肠道粘膜

的屏障作用 (?) ,

从而避免超常免疫又应的发

生
。

非感染性腹泻 突出的问题是 胃肠消化功

能下降
。

方中胰酶可帮助消化蛋白质
、

淀粉

和脂肪
。

另外
,

锌和维生素B :
均能改 善 食

欲不振和消化不 良等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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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 疗 组 和 对 照 组 疗 程 疗 效 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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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期间少数病例 (2 ~ 3 % ) 出现 口

干
、

面色潮红
,

系颠茄配的副作用
,

不影响

治疗
。

此外未见其它副作用
。

参 考 文 南丸

1 .
王正明

.
中华儿科杂志 2956; 24 (6 ) : 325

2 。

M
u r

t a z a
A

e t
a

l

。

A

e
t a

P

e

d i
a t

r

S
e a n

d

1 9 8 9
.

7 8 ( 5 )

:
7 0 1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

小儿腹泻名称
、

标准

和 口服补液盐治疗推荐方案
。

1 9 8 7
:

1

4

.

徐宪文
.
河南 医药 1987; 3 ,

3

5
.

邓修芳
.

药学通报 1085; 20( 6 ) ,
3 2 9

6

.

桂留中二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83 ;9 ,
( 4 1 1 ) 2

7
.

药品集编写组
.

消化系统药物
.

第六分册
.
上

海科技出版社
,

1 9 8 3
‘

38

·

文摘
·

避 孕 疫 苗 正 步 近 临 床

未永宏节译 宗希 乙校

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全美科学进步 协会会议的

免疫避孕法专题会上
,

弗吉尼亚大学解剖和细胞生

物学副教授H err博士说
:
全卜世纪九十年 代 人 们

将睹到与一 种或多种靶向物质结合的疫 苗试用于人

类的避孕
。

然而
,

首先得益的 可 能 是 猫 和 狗
。

避 孕 疫 苗 在 兽 医学上的应用
,

可能不久将改变

家禽一惯的繁衍方式
。

H
e r r

博士 认为
,

研 究应集

中于开发受精前疫苗
,

而不是受精后疫苗或一些具

有潜在堕胎作用的药剂
。

因为前者远比后者更容易

被接受
。

可以预见
,

同其它避孕方法相 比较
,

受精

前疫苗能提供相当长时间的 持续避 孕作用
,

月避 孕

失败率较低
。

它将扩大妇女的避孕选择范围
。

卵子靶向物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和休斯敦的

刀a y l or 百胃院任 砂穷沐量卫右刘包续着生长的外

母细胞
、

排出的卵子 似及拍入着 床前的肛胎摘澎的

基 质一一透明带进行研究
。

美国糖尿病
、

消化病和肾病研究所的科 学 家

言u
r或 en D ea n博士已经发现

:
单克隆抗体抗Z P Z

和状ZP :与透明带结合
,

阻止小 白鼠的繁殖
。

不过他

认为那于人类安全
、 。

可逆的透明带为基砒的避孕疫

苗
,

要能研究成功尚需十年时间
。

细胞生物学 副教授B on ni e D u nb ar 博士 正在

寻 找应用透 明带进行免疫的方法
。

在 动物体内
,

她

已发现与透明带蛋 白质接种能激发一种免疫应答
,

后者能消除卵巢的卵泡
,

结果使猫 和狗失去生殖能

力
。

这种不可逆的 技术已引起动物福利界的 关注
。

精子靶向物
:

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免疫避孕方法

是直接针对精子表面 抗原
。

H
e r r

博士 已经对人 类

精子的蛋 白质提取物进行了提纯 和排序
,

并用它制

成了疫苗
。

在兔
、

猴
、

拂拂体内
,

重组体SP一10 疫

苗对精子
、

卵子的 结合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果
,

抑

制率达90 %
。

康涅狄格大学卫生中心的生理学副教授F aul

P rim ak off 博士 对精子和卵子粘连中必不可少的

精子表 面蛋 白质P H 一20 进行了研究
。

他证实接 受

免疫的豚鼠运用PH 一20 制得的疫苗达到 了避 孕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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