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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药扮于扭
。

老药新用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排 、 勺 曰
二

院情很川
一

介的 创匕
’ 、

 州湘 朱鸽均

馒性溃疡性结肠炎发病原因复杂
,

目前

认为该病 与感染
、

过敏反应
、

遗传
、

自身免疫

反应及神经因素等有关
,

临床尚无特效治疗

方法
,

一般多采用综合治疗
。

近年发现甲硝

哇
、

甲氰咪呱
、

左旋咪哩
、

利多卡因
、

心痛定
、

硫哇嗓吟等一些老药根据不同的作用原理治

疗慢性结肠炎
,

有较好的效果
。

本文介绍如

厂

甲像咪呱 每日
,

于早
、

午
、

晚餐

各服
,

睡前加服
, ,

待病情 明显

好转并稳定一个时期后
,

再服维持量即每晚

服
,

个月或更长时 间
。

治 疗

例
,

结果用药后
,

一般在 左右大便即 由不

成形转为成形 短者
,

大便次数减少
,

症状明显改善
。

一般认为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的病变肠壁有肥大细胞增多
,

该细胞受

刺激后释放出大量组织胺
,

导致肠壁充血水

肿
、

平猾肌痉挛
,

甚至引起肠壁溃疡
。

甲氰咪

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组织胺 受体阻滞剂
,

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作用可能是作用

于肠壁肥大细胞所致
。

雷尼替丁
“ 口服

,

每 日 次
,

早晚

各 次
,

连服 个月
,

并用柳氮磺胺毗咤作对

照
,

开始 。 ,

每日 次
,

周后
,

每次 ,

每日 次
,

连服 个月
。

两组其它辅助治疗

相同
。

治疗组 例
,

基本治愈 例
,

显 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 对照

组 例
,

分别为 例
,

例
,

例
,

例
,

总有

效率
, 。

雷尼替丁也是 组织胺

受体阻滞剂
,

并可增加 胃肠上皮细 胞的增

殖速率
,

这种效应对溃疡愈合起重要作用
,

是

目前治疗消化性溃疡较好的药物
。

有些学者

研究认为
,

溃疡性结肠炎其实就是消化性溃

疡的一个类型
。

雷尼替丁临床应用的 良好效

果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持
。

三
、

左旋咪哇‘ 〕 口服左旋咪哩治疗慢

性溃疡性结肠炎 例
,

治愈 例
,

有 效

例
,

无效 例
。

典型 例患病 余年
,

镜检

肛门内 以上普遍糜烂
、

充血
、

水肿并有

多处点状出血点
,

在乙状结肠处有散在的表

浅溃疡
,

曾用多种方法治疗不佳
。

给予 口服

左旋咪哩
,

每日 次
,

服 停
,

连

续 周为 疗程
。

服药后
,

症状明显减轻
,

连

服 个疗程
,

大便常规化验脓球和红细胞均

阴性
,

一月后又服药 疗程以巩固疗效
。

随

访未复发
。

有人认为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为 自

身免疫反应引起的疾病
,

左旋咪哇作为一种

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剂
,

用于 自身免疫性疾病

有较好的疗效
。

四
、

色甘酸二钠’ 治疗组 例
,

用色

甘酸二钠
,

生理盐水
,

磺胺 噬哩银

混悬液
,

每晚保留灌肠 次
,

连续
,

间隔 周
,

再按上述方法继续治疗 对照

组 例
,

用磺胺煌哇银混悬液
,

每晚

保留灌肠 次
,

疗程同治疗组
。

结果 治疗组

治愈 例
,

好转 例
,

无效 例
,

治愈率

对照组治愈 例
,

好转 例
,

无效 例
, 『

治愈

率
。 ,

两组疗效对比
,

差异显著
。

且三

年内复发率两组也有显著差 异
,

治 疗 组 为
,

对照组为 。
。

在慢性溃疡性

结肠炎的部分患者中
,

可查到抗结肠上皮细

胞抗体
,

病变的结肠组织中有淋巴细胞浸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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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病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异常有关
。

色甘酸二钠最初是作为一种新型平喘药用于

临床的
,

它能稳定肥大细胞的细胞膜
,

阻止肥

大细胞脱粒
,

因而抑制组织胺
、

一经色胺等

过敏介质的释放
,

减轻抗原
—

抗体反应的

损害
。

基于上述原理
,

用色甘酸二钠配合磺

胺噬哩银治疗与 自身免疫反应有关的慢性溃

疡性结肠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五
、

利多卡因侧 国外有人用利 多卡因

局部注射治疗溃疡性直肠炎及直肠 乙状结肠

炎 哪
,

取得 良好效果
。

在对 病

人的肠粘膜活检标本做免疫细胞化学研究发

现
,

主要是粘膜神经的分布和功能发生了异

常改变
,

即神经纤维数 量显著增多
,

其末梢部

位神经从丫和酪氮酸经化酶亦显著增加
。

同

时发现少数病人的舒血管肠汰和肠促胰液队

类物质活性异常
。

这些发现提示 主要的致

病因素是局 部神经可能处于激惹状态
。

采用

有变粘膜处注射刊多卡因的洽疗方法
,

对

例 。病人连续治疗 周
,

其主观“毖伏

迅速减轻
,

粘摸的完整性次复
,

同时粘骥下的

愁 和 孔 淋巴纲抱减少
。

六
、

桂利嗓 月当益嗓 叫 用脑丛注碟 口廷又

治疗鸽 例慢性结肠炎
,

其中 例为溃疡性结

肠炎
,
日服 窖

,

订日 次
,

症状控制后

周减量服用
,

每天
,

总疗程 个 月
,

大

出血者一天总贡 遭。。几
,

加用 补 蔽
,

氨 节
,

酚妥拉明 孤 静滴
,

服 药后

平均止血时阔 天
,

大便镜下脓血消失时

问平均为 天
。

重症 例
,

例用药 天
,

控制血便
、

腹泻等定状
,

但高热未退
,

后转院

改用它药死
一

亡
。

另 例用药 周 后 病 情 拄

制
,

连用 年有轻泻无血便
。

例停药 年后

随访
,

例有轻度复发
,

乖新用药仍有 效
。

国

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钙拮抗荆异博定
、

硝苯

淀可抑制结肠炎病人的肠压互子滑肌快波电活

功
,

具有止泻
、

正痛和抑俩分泌劝能
。

而 以

生药肉桂为握落比的脑益嗓与氟桂凑同属 班塑

『 拮抗剂
,

在慢性结肠炎中恰当应用
,

近

期疗效确切
,

具有明显的止泻
、

正痛
、

巾正枯

液
、

止血等作用
。

七
、

硝苯毗吮川 口服硝苯毗陡治疗演

疡性结肠炎 例获效
。

例曾服用水 杨酸偶

氮磺胺毗咤半个月疗效不佳的患者
,

改用硝

苯毗咤
,

每日 次
,

例服用当天腹痛

明显减轻
,

第二天粘血便减少到 次
,

第 天

腹痛消失
,

且无粘液血便
,

随访无复发
。

另

例服用当天粘血便由原来 天次 天
,

减

少到 次
,

第二天无腹痛
,

无粘血便
。

继续用

药 。天
,

病情稳定
。

八
、

可乐定 用可乐定每日 次
,

每次 。 ,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例
,

经与

泼尼松
、

柳氮磺胺毗咙
、

安慰剂作双盲观察
,

泼尼松和可乐定均为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有

效药物
,

但后者优于前者
。

推测机制可能是
。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

使血浆  水

平降低
。

通过中枢
。

效应
,

在速率上降低

肠道能动性并减少胃和胰腺分泌
。

通 过

刺激突触后 肾上腺素能受体
,

呈现心血管

效应
。

抑制四种不 同的中枢交感通道
。

九
、

硫糖铝侧 用硫搪铝灌肠治疗 例

不同病因的溃疡性直肠
、

结肠炎
,

方法是取硫

搪铝 加水 川
,

配成 硫糖铝水悬

液
,

注入直肠内
,

每天 次
,

治疗后随访 周
。

结果 全部病例均有好转
,

无 例出现副作

用
,

临床和 乙状结肠镜观察
,

好转率分别为

和
,

疗效满意
。

硫糖铝是氢氧化铝

硫酸二糖复合物
,

可粘附于粘膜
,

形成粘液血

块
,

保护溃疡面
,

还可刺激上皮细胞更新
,

改

善粘骥 血液流动
,

从而达到治 愈溃 疡 的 目

的
。

十
、

阿胶工‘。」 “导可几交置沸水 中软化
,

取

一 用手捏成椭圆形
,

塞入肛门内
,

再

以肛门管
一

号 送入病变部位
。

每日 大便

后上药 次
,

一般每日 一 枚
,

一 为

疗程
。

治疗 个疗程
,

治疗 例
,

显效 症

状消矢
,

谈疡愈合或留有疤痕
,

随访 一 年

无复发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有 效

率盯
。

阿胶主 要由胶原及部分水解产物组

少及
,

它能增加机体对钙的吸收和在体 内的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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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使血钙略有增高
。

钙离子能降低肠粘膜

血管通透性
,

故有镇静和消炎作用
。

《本草纲

目》记载
“

阿胶乃大肠之要药
,

有热毒留滞者

则能疏导
,

无热毒留滞者
,

则能平安
。 ”

用阿

胶塞肛治疗
,

疗效显著
,

无副作用
。

十一
、

锡类散 锡类散原 为 喉 科要

药
,

主治烂喉丹疹及咽喉
、

唇舌红肿疼痛等

证
。

现代药理学研究锡类散具有消炎
、

收缩血

管及滇静上痛等作用
,

有人用于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收到 良好效果
。

用灌肠法治疗 例
,

结采痊愈 例
,

显效 例
,

好转 例
,

有效

率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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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药 新 用 与 临 床 实 践

齐有第压人民 火
一

之
一

齐南 断。 艺 梁韶春

临床实践是药物疗效评价的重要依据之

一 ,

从中可以发现药物的新的作用及副作用
。

人们通常将这种对药物新的药理作用认识称

之为
“

老药新用
” 。

一般而言
,

老药新用的来

源可分为三种途径
’

原理借鉴
、

扶副为正和

偶观积累
。

现将我 们的若千临床体会结合文献做一

探讨
。

一
、

原理借鉴

这类老药新用
,

严格地说 是一种药理作

用的延续
。

例如 利用潘生丁的抗病毒作用治

疗庞状胃炎 利用 甲氰咪呱的抗疤疹病毒作

 
,

从治疗带状疤疹到水痘 ,利用胃复安的解

笋茬止呕到治疗腹痛
。

笔者根据胃复安可以增加平滑肌张力的

作用
,

促进消化道排空治疗非机械梗阻性十

二指肠交积症 30 例
;症状不同程度改善者26

例
,

总有效率为 86
.
58 %

。
l
“一 3

]

二
、

扶副为正

许名老药新用采取了药物的 付作用 (并

半均是不 良反应 )米治疗某些疾病
,

例如A T P

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
,

烟酸胺 治疗病窦综 合

征
,

维生索K 解痉止痛等等
。

我们通过苯妥英钠可使牙酿增生的副作

用启示
,

和苯妥英钠治疗 胃溃疡的提示
,

对55

例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
,

服药 1 月后
,

溃疡逐

步减少
,

3 个月后
,

总有效率为 83
.26 %

。

三
、

偶观积累肆
一 “

除了将药理机制伸展扩大和巧妙的运川

副作用来达到正性治疗外
,

有时可发现与土

述两者并无关系的新的作用
,

如加 以积累可

引出新的用途
:
例如潘生丁的抗病毒作用

;甲

氰咪呱的抗疤疹病毒
: 黄连素治疗心律紊乱

等等
。

我们在对糖尿病并胆
—

心综 合症的治

疗中发现
,

r 一月见草油胶囊对胆心综合劝有

效
。

后发现对非糖尿病的胆心综合症试用也

有 良效
,

用药后 自觉症状改善
,

心律紊乱减

少
,

虽然心电图缺血性改变无明显改变
。

经

1 月 治 疗后
,

病 人 2 9例中
,

病状改善者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