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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口服
。

对照组 例
,

用毗呱酸或庆大

霉素治疗
。

结果 治疗组痊愈 例  

对照组痊愈 例
。

治疗组疗效优于

对照组
。

大黄蝉蜕汤 王振录 【” 治疗婴 儿

腹泻 。例
。

用大黄
、

蝉蜕各
,

将大黄

捣成粉
,

蝉蜕去头足
,

用水适量
,

浸泡
,

武火煎煮 一
,

取澄清药液约 班
,

每次灌服
,

次
。

脱水严重者

可配合 口服糖盐水或输液
。

结果 显 效

例 有效 例 丈 无效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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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用药的一些新进展

空军成都医院 成都 戴德银

原发性肝细胞癌在我国已不少见
,

全国

各地均有发现
。

尤其以江苏启东县
、

广西扶

绥县高发
,

诊断时往往在晚期
,

故手术率较

低
。

近年来应用血清甲胎蛋 白 检查

有助于早期发现
,

加上超声显象与计算机体

层扫描
、

扫描
,

可较早期发现且能定位
,

因此可发现一些较小的肝癌
,

手术后能存活

较久
。

不能手术的肝癌预后很差
,

以往生存

率仅 月
,

放射治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化疗成为较常月的姑息治疗
,

而现 已有成活

数年的病例和临床资料
。

本文试将近年来对

肝癌用药
、

微量元素及给药途径的一些新进

展论述如
一

卜
。

一
、

化疗药物

口服用 即 己一 氨 甲

酞
一 一
氟脉崛咤

,

为
一
氟脉哦咤

一
的衍

生物
,

在人体肝中代谢转化成
一 后才能

发挥抗癌活性
。

在肝药酶活性低下的肝硬化

病例中
,

代谢成
一

的速度延缓
,

因而 一
有效血中浓度维持时间长

,

从而

在治疗伴有肝功能障碍的多发性肝癌具有优

势
,

且己有肺癌转移病灶完全消失的显效病

例的临床经验
’

刊
、

服

个月后
,

肺野肿瘤影完全消失
。

但要 注意

在
’

户枢神经可能出现 症 状
,

在 分 值

。 以上的重度肝机能障碍病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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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中浓度也呈高值
,

因而 将 日常 用 量 的

减半给药较为适宜 【“
。

静注用喜树碱混悬剂 我国 应 用 喜

树碱混悬剂静脉 注射
,

使含药微油滴被肝脏

网状内皮细胞吞噬
,

提高肝内药物浓度
,

在一

组 例肝 静和 例 可见肝体积

缩小 以上
,

可见疼痛减轻
,

退

热
,

缓解期约 一 天
“ 。

,

阿霉素  乌干达用
,

每

周剂量为
“

治疗肝癌 例
,

例

有效
,

例达完全缓解
,

8 例部分缓解
,

全 组

平均生存期 8 月 (1 ~ 13 月)[’]
。

我国广州 单

独用 A D M 治疗原发性肝癌 27 例
,

每 3 周 用

40一60 m g /m
之

剂量的 7 例
L
}
“ ,

仅 1 例(14% )

有效;j月 61一 80 m g /m
Z
的 20 例中

,
7 例有效

(35% )
。

平均生存期 6月 (2 4 天 ~ 24 月 )
,

l 年生存率 25 % [s]
。

表阿霉素的疗效 优于本
t1
口Ll o

4
.

多相脂质体 (P o ly p ha se lip om e ) 顾

学裘等研制的多相脂质体包 裹 5
一
F U

,

改变

了 5一F U 的药动学特征
,

可浓集于肝脏等网

状内皮系统中
,

提高了对癌细胞的靶向性
,

作

为静滴或 口服
,

可用于晚期肝癌的姑息治疗
,

比 5一F U 水溶液有一定优点
。

5

.

l i P i
o

do
l i

z a t i
o n 日本九州大学松 股

孝等在肝癌术后 1一4 周内经肝门静脉 或 动

脉一次性给予 lip iodo liza tion
,

可使症 状 稳

定
,

_

且能抑制复发
。

临床实践证明给药时间

在术后一 周内更好
。

不过
,

为了不抑制术后

肝的再生
,

适当减少给药剂量也是必要的
。

在用抗癌剂的同时
,

配合投与血小板凝集抑

制剂
,

可防 l!:癌细胞着床而提高抗癌效果
。

当然
,

应注意出血倾向的发生
。

肝动脉内投

与 liP iod olization
,

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

(Q u
a lity of life) ;1年生存率达 56

.1% l
”
)
。

l i P i
o

do
l i
z a t i

o n 为水溶性抗癌药
,

与fy]J 脉栓塞

术不同
,

可反复给药
,

原因是因为本品副作用

少
。

l i P i
o

d
o
l i

z a
t i

o n 的 主 要 副作用 为 腹 痛

24
.
弓肠 (样 例/2。。例)

,

临床证实胆囊炎是引

起腹痛的原 因之一
,

因而在肝切除的病例中
,

可同时进行胆囊切除术!
7〕。

二
_liPiodo llz at ion用于复发性肝癌

’

开 始
’

于

1983 年
, 几以后便作为肝癌切除术后的姑息治

疗
。

与以往相比
,

1 年生存率由 53
.4% 升至

83 .5 % 沼 年生存率由 21
.9 % 升至 64

.5 % 山

年生存率由 13
.7 % 升至 28

.4 % ; 均呈 有意

义升高〔7’
。

尤其对多数微小再发性病灶特别

有效
。

当然
,

这与每月一次 a
一 甲胎蛋 白检

查
、

每 3 月进行超声波扫描及 C T 扫描作出

的早期诊断有关
。

F
ur ut

a 还报告将 hPi odo
-

liza tion 用于不能切除的肝癌 257 例
,

至1991

年 3 月
,

己有 24 例生存 3年 [
7]。

二
、

微t 元素

临床上常见的各种癌包括肝癌有缺锌
、

锰
、

铜
、

钥及硒的倾向
。

或某些微量元素的比

值失常
。

锌和铜参与 SO D (过氧歧化酶)的

组成
,

铜占据了酶的活性部位
,

锌起构象作

用
。

该酶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催化剂
,

能催

化过氧化物自由基的歧化反应
,

具有抗过氧

化及消除 自由基的功能而抗癌
、

防癌
。

锌可

使 T 细胞及 Ig G 抗体明显增加
,

有利于免疫

功能的提高
。

锰作 为 M N 一SO N 的 组 成 成

分
,

具有消除 自由基的作用
。

铝是黄嗓吟氧

化酶和亚硝酸还原酶的组成成分
,

故对某些

癌肿有抑制效应
。

硒参与人体 内谷胧甘肤过

氧化酶 (G S H 一P X )的组成
,

该酶能促进体内

过氧化物还原成为相应 的氧化物
,

其化学反

应
:

Z G阻
+RooH 旦鲤立翌釜GssG

+ RO H + H :O

也就是破坏体内的一些有机过 氧化 物 致 癌

剂
,

从而保护细胞免受过氧化物损伤而起稳

定细胞膜的作用
,

同时也是 自由基的捕获剂
,

以免受自由基的攻击
。

此外
,

硒能刺激免疫

反应
,

提高免疫系统的保护能力以抵抗疾病
,

并可提高肝细胞内 cA M P (环腺昔酸 ) 的水

平
,

造成了控制细胞分裂繁殖的内环境
,

从而

起到抗肿瘤作J}j
。

若每天能 从饮 食 中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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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延长药物接触癌细胞时间
,

这对于

细胞周期较长的癌肿将能更好地起到作用
。

在插管化疗注射药物之处
,

亦有肝动脉结扎
,

或通过导管注入药物栓塞肝动脉
,

目的均在

于堵塞营养肝癌的循环
,

延缓肿瘤生长
。

此外
,

尚有
“

生物导弹
”

及电磁化药剂

对肝癌的靶向给药也取得了 一 些 进 展 和 专

利[
”
]
,

但要真正实际用于一般性的临床治疗

尚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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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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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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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局部药物浓度
,

常在手术探查不能

切除时
,

由胃左动脉
、

左股动脉或其它有关动

脉插入导管作肝动脉注射
,

亦有采用经皮的

导管插入法 (S e1 di n g e1’ 氏法 )
。

动脉给药法

对肝癌治疗有一定的根据
,

因为肝癌主要由

肝动脉供 (血 )
,

动脉插管给药可提高肿瘤中

药物浓度
,

5
一
F U 等 在肝内代谢

,

肝动脉给

药后
,

一部分药物在进入大循环之前 已经解

毒
,

故在达到较好疗效的同时可减低药物的

全身毒性
。

如 可 使 用 连 续输 注的机 械或

F en w al 型压力袋给药
,

连续注入对于 S 期特

异性药物如氨甲蝶吟或 5
一
F U

,

亦可投与阿霉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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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裂霉素 C 或顺氯氨铂等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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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在儿科的临床应用

山东省粱山县药检所(梁山 27翎00) 王阳 奎 方士年

云南白药是驰名中外的中成药 之一
,

原

用于治疗刀
、

枪
、

创伤出血
,

跌打损伤
,

血肿疼

痛等症
。

近儿年来
,

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

入
,

云南白药不仅在治疗内外妇科疾病中效

果显著
,

而 且在儿科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现简述如下
。

一
、

婴儿腹泻 沈氏[l] 用云南 白药 1 9,

加 60 ~ 70 % 酒精调成糊状敷于脐窝l并 用 风

湿膏或消毒纱布固定
,

治疗婴儿腹泻 40 例
,

有脱水
、

酸中毒
、

电介质紊乱者给予液体疗

法
,

体 温 超 过 39 ℃ 者给 予退 热 药 物
。

每

6一s h 须将脐部药物取出调适量的酒精
,

每

剂连用 3d
,

疗程为 3~ 4d
。

结果 ld 治愈者

21 例
,

Z d 天治愈者 12 例
,

3 d 治愈 者 5 例
,

4 d 治愈者 2例
,

治愈率 100 %
,

平均治愈时

间为 1
.
7 天

。

李氏‘
2〕等用此方法治疗婴儿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