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叨  

免疫功能的影响 本文 工组
、

组的病例

治疗 前均作 旧结核菌 素 试 验

 
,

工组治疗后 例呈 强阳性
、

例阳性
、

例仍呈 阴性反应 组治疗后

有 八 例呈阳性反应
、

例仍呈 阴性反

应
, ,

差异显著
,

但 几 测定 组
、

组共 例
,

前后对比无明显差异
。

疗效 组 例中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达 组 例中

显效 例
,

有效 例
,

无效 例
,

总有效率
,

说明 组的疗效优于 组
。

四 药物的毒副作用 方案联合

化疗其作用较为缓和
,

药物的毒副作用均有

不同程度的消化道反应
,

恶心
、

呕吐
、

腹胀
、

厌

食
、

腹泻等症状
,

本文 工组的病例消化道反应

轻微
,

组消化道反应较为 明显
,

部分患者还

有脱发
,

本文 工组
、

组各占 患者

在化疗 后开始脱发
,

一 全部脱光
,

导致脱发的药物主要是 环磷酞胺
,

本

文
、

组治疗前后均无发现 明显的肝
、

心
、

肾
、

骨髓等损害
。

三
、

讨论

一 重组白介素 一 一 是强效免

疫功能增强剂
,

具有活化 细胞
,

促进淋巴

细胞生长
、

分化
,

激化抗肿瘤杀伤细胞
,

调节

免疫系统的功能和细胞因子的产生
,

临床上

单用小剂量 万
,

抗肿瘤作用差
,

大剂量

万
,

对肾癌
、

黑色素瘤
、

消化道肺瘤
、

淋巴瘤 有效
,

国内报告对急性 白血病亦

有效
。 一 与化疗药物同时应用可促进

化疗药物抗肿瘤的疗效
,

提高缓解率
,

延长生

存期
。

本文实践证明治疗组的疗效优于对照

组
,

说明中等剂量 一 与化疗药物 同时

应用可加强药物抗肿瘤作用
,

调节免疫功能
,

减轻化疗药物 的毒副反应
,

而且 一 对

人体主要脏器无明显损害
,

可以配合推广应

用
。

二 一 若给肿瘤患者或健康人先

注射 后用血细胞分离机采集血 中淋巴

细胞在体外与 一 混合培养 一
,

其

中部分淋巴细胞转化为具有杀伤能力抗肿瘤

作用的  细胞
,

把 细胞再回输给肿

瘤患者
,

同时应用 一
,

可取得较好的疗

效
,

故 一 是一种有效
、

低毒
,

安全的肿

瘤辅助洽疗的细胞因子
。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药物治疗

梁宇峰

解放军第 医院 北京 刃

摘要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出现的治疗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的药物
,

如西沙必利
、

红霉素
、

思密达等的作用

机理
、

用法用途
、

疗效观察及副反应等
,

并与临床上的习惯用药如多潘立酮
、

雷尼替丁
、

法莫替丁等做了比较
,

认为新药的确有疗效可靠
、

作用强大
、

副作用少或价廉等优点
,

体现了药物发展的特色
。

关键词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西沙必利 红霉素 思密达 四逆散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叉芝

属于 胃动力障碍性疾病
,

临床上较常见
。

按其影响因素可分为食管外

与食管内的反流 食管外因素有胃食管角
、

脆

肌作用
、

胃责门粘膜作用
、

腹段食管
、

肠食管

膜等 食管本身 的 因 素有食管 下括 约肌
、

食管清酸功能
、

食管粘膜上皮抗酸作

用等
‘,

幻
,

其中最主要 的是食管下括约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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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因素被干挠破坏时
,

可 出现  
。

目前临床上出现的不少新的疗效较好的药

物
,

综述如下

一
、

西沙必利

英文名
。 。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

司的商品名为普瑞博斯 托兰特制药公司的

商品名为优尼必利
。

是新型第三代全胃肠动

力药
。

国外 年代合成
,

系苯 甲酸胺的衍生

物
,

起源于普鲁卡因酸胺
。

其作用机制是作

用于 胃肠壁纵形肌和环形肌层之间的肠肌丛

神经节细胞
,

使之增加乙酞胆碱的生理释放
,

从时间上与数量上促进胃肠道动力
,

增加胃

窦收缩
,

改善胃窦
一

十二指肠的协调性
,

从而

改善胃肠功能
。

它不是一种系统性胆碱能药

物
,

不具有直接的乙酞胆碱特性
,

不作用于乙

酞胆碱醋酶
,

不与多 巴胺受体或毒草碱受体

结合
,

仅作用于 胃肠道的 一 受体
。

对

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功能无影响
。

因此西沙

必利不同于甲氧氯普胺与多潘立酮
,

不会发

生锥体外系反应与血浆催乳素水平的变化
。

经猫实验揭示  
,

西沙必利可增强 电刺激引

起食管肌 的振幅
。

静注 西沙必利  
吨

,

巧而 可使 压力明显上升
,

于 作

用达高峰
,

较基础压力上升  !
,

食管蠕动

振幅较基础值增高 以上
。

对离体的豚

鼠回肠有收缩作用
,

对豚 鼠结肠产生紧张性

收缩 对狗进食时或各餐间均能促进肠道收

缩与蠕动
,

增强结肠动力与运输
。

以上表明
,

西沙必利从食管到结肠均有动力作用
,

是一

种全消化道促动力药
。

药代动力学研究表

明卜〕
,

西沙必利 口服后 与血浆蛋 白结

合
,

绝对生物利用度 一
,

达峰浓
,

半

衰期为 一
,

肌注后
,

达峰时间 士

,

半衰期为 一
,

由尿
、

粪排泄
。

餐

前服药血浓 峰值 士 飞 ,

较餐前 服

用生物利用度提高
,

而对食管通过时间

和食管收缩幅度无明显影响
,

使 口
一

回肠通过

时间缩短
,

增加胃收缩力
,

促进液体和固体的

排空
。

临床常用量 为  
, ,

餐前服

用
。

有人联用西沙必利和洛赛克 西沙必利

每 日 巧 
,

分 次服用 洛赛克每 日  
,

晨服 治疗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 
,

疗效优于

洛赛克和西沙必利单用
,

且临床症状中恶心

呕吐消失最快
,

胃镜下粘膜愈合率最高
,

明显

缩短疗程
。

吗丁琳的胃促动力作用仅作用于

胃及十二指肠
,

而 红霉素在结肠无促动力作

用
,

故西沙必利是 目前临床上最优秀的全胃

肠促动力药
。

也有报道西沙必利可治疗糖尿

病神经原性膀胧  
。

副反应不常见
,

偶有腹

绞痛
、

肠鸣
、

腹泻
、

嗜睡
、

乏力
、

头痛等
,

尚有引

起尖端扫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和出现肌阵挛性

抽搐等报道
, 。

二
、

红霉素

近年来国内外在动物及人类研究证明
,

红霉素在低于常规抗感染剂量时
,

具有 明显

的胃动素受体激动作用 
。

胃动素是启动

消化间期综合肌电 和造成 相

的激素
,

而 具有肠道清道夫的美称
,

能

促使胃内不能消化的大颗粒固体食物排空
。

经实验证实
,

红霉素可抑制 标记的胃动

素及兔十二指肠平滑肌的结合
。

目前认为红

霉素是与胃动素受体结合后依赖于钙离子系

统而起效的
。

另一种机理认为
,

红霉素的促

小肠动力作用
,

是通过刺激神经丛中乙酶胆

碱的释放
,

促进神经丛 中 物质的合成
,

刺

激胃肠道中胃动素的释放而起作用
。

红霉素

能增加 的压力
,

且能增加食管各段的收

缩时间
,

对食管
、

胃小肠均有作用
。

在治疗反

流性食管炎实验中〔‘“〕
,

例病人随机分为

两组 例静滴红霉素
,

例给予安

慰剂
,

分别测定食管下括约肌压力
,

结果红霉

素组为 士
,

安慰剂组为 一

士
。

红霉素组症状改善明

显
。

对于 胃肠障碍型非溃疡型消化不 良的临

床观察中 川
,

服用小剂量 每次
,

每

日 次
,

疗程 为治疗组
,

与吗丁琳对照

组 每次
,

每 日 次
,

疗程 比较
。

结果显示
,

治疗组总有效率
,

对照组



 !

总有效率
,

无明显差别
,

但从

患者食欲改善
、

易饥情况看
,

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
。

另外
,

红霉素尚可治疗胆运动障碍
、

胃轻

瘫
、

假性肠梗阻
、

便秘等
,

偶见有上腹部牵扯

样不适等副作用
。

而且其价格相对低廉
,

在

临床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三
、

思密达

英文名为
,

是 年引人我 国

的消化道粘膜保护剂
。

为双八面蒙脱石
,

具

有层纹状结构及非均匀性电荷分布
,

具有极

大的表面积
,

组分为氧化硅 和氧化铝
,

有加

强
、

修复
、

保护消化道粘膜屏障的作用
,

对消

化道内病毒
、

病菌及其毒素有较强的选择性

固定
、

抑制作用
,

对消化道粘膜有很强的覆盖

能力
,

且不进人血液循环系统
。

用于 治疗 胃

食管反流
、

食管炎时
,

饭后服用 用于 治疗胃

炎
、

结肠炎时饭前服用 治疗各类腹泻时在两

餐之间服用
。

有报道治疗成人反流性食管炎

例和儿童反流性食管炎 例 〕
,

有效

率分别为 和 天津第一中心

医院报道 例反流性食管炎
,

思密达治疗组

显效率为
,

法莫替丁组为
,

二者

合用的显效率为 金华消

化病中心报道思密达治疗 例
,

症状缓解

快
,

的内镜愈合率为
,

优于 藻酸盐

制剂
。

四
、

四逆散

四逆散源于《伤寒论》
。

李岩等人对其拆

方研究中发现  
,

四逆散增强胃肠动力主要

是由于柴胡
、

积实作用
。

其合煎剂作钡 胃全

排空及钡前端至回盲部时间明显缩短
,

对胃

肠动力的调整作用与西沙必利相近 芍药甘

草汤为调合剂
,

对胃肠动力的作用与阿托 品

相似
。

说明柴胡积实可促进胃排空及小肠推

动功能
,

且两药合煎的作用大于 分煎合用
。

提示可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作用更强的中药
。

此外
,

在临床应用多年的多潘立酮
、

雷尼

替丁
、

法莫替丁等也有较可靠的疗效
。

但相

比之下
,

新产品具有作用强
、

疗效可靠
、

副作

用少等优点
,

且红霉素价廉
,

可得到较高的疗

效价格比
。

从开发的前景看
,

西药具有较大

的局 限性
,

且代价高昂 相对来讲
,

中草药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
,

开发相对容易一些
,

且副作

用小
,

具有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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