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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评价氟罗沙星与氧氟沙星治疗泌尿生殖系感染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72例病人

随机分成 2组,治疗组 39例,用氟罗沙星 0 2~ 0 4g, po, qd; 对照组 33例,用氧氟沙星 0 1~ 0 2g,

po, bid; 疗程均为 7~ 14d。结果:治疗组临床有效率 92 3%, 细菌消除率 90 4% ; 对照组分别为

90 9%和 93 2%; 2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结论:氟罗沙星治疗泌尿生殖系感染疗效满意,

安全方便,无显著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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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罗沙星( fleroxacin)是目前最有前途的氟

喹诺酮类药物之一。对包括绿脓杆菌在内的革

兰阴性菌及革兰阳性菌中的金葡菌均有较强抗

菌作用,尤其对肠杆菌科细菌更为突出。其口

服吸收迅速完全, t 1/ 2为 9 9~ 11 6h,且 75%以

原药形式由尿中排泄, 国内外用于治疗临床细

菌性感染己取得良好疗效。现我院应用氟罗沙

星治疗泌尿生殖系感染, 观察评价其疗效及安

全性, 并选用同属第 3 代喹诺酮类药物氧氟沙

星( ofloxacin)作对照。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病例以临床症状、体征及细菌学检查(尿菌

培养阳性)确诊为泌尿生殖系感染者为研究对

象,排除对喹诺酮类药物过敏者;严重心、肝、肾

及血液系统疾患者; 孕妇、乳妇; 癫痫病史者及

年龄小于 16a者。总共 72例(住院病人 45例,

门诊病人 27例)入选, 其中膀胱炎 22例, 肾盂

肾炎 12例, 前列腺炎 12例,副睾炎 5例, 淋球

菌性尿道炎 15 例, 其他尿路感染 6例, 治疗前

患者均未使用过其他抗生素, 随机分成 2组: 治

疗组 39例, 男性 25例,女性 14例,年龄( 45

s12) a;对照组 33例,男性 20例,女性 13 例, 年

龄( 41 s15) a。

1 2 检查项目

治疗前、疗程中、治疗后查尿常规, 清洁中

段尿培养, 菌株计数, 种属鉴定, 并采用 K- B

纸片法检测药敏。共分离出致病菌 96株, 其中

大肠杆菌26株、奇异变形杆菌9株、绿脓杆菌 3

株、淋球菌 15株、金葡菌 17株、表葡菌 4株、腐

葡菌 4株、克雷伯菌属 4株、粪链球菌 11株、肺

炎杆菌 3株。治疗前后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

1 3 治疗方法

治疗组用氟罗纱星(无锡嘉菱医药有限公

司生产, 商 品名: 复诺定, 100mg/片, 批号

000201) 200~ 400mg, po, qd; 对照组用氧氟沙星

(日本第一制药株式会社生产, 商品名: 泰利必

妥, 100mg/片,批号 CW962) 100~ 200mg, po, bid;

疗效均为7~ 14d。

1 4 疗效标准

按卫生部 抗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分 4级评定标准进行临床疗效判断: 痊愈: 症

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及病原学检查 4项均恢复

正常;显效: 病情明显好转, 但上述 4 项中有 1

项未完全恢复正常; 进步; 病情有所好转,但不

够明显; 无效:用药 72h后病情无明显好转或加

重。前 2级合计为有效。

2 结果

2 1 临床疗效分析

氟罗沙星治疗组与氧氟沙星对照组治疗前

后,有效病例的尿频、尿急、尿痛等膀胱刺激症

状多在( 2 0 0 6) d内明显好转;给药前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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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例数分别为 23例和 26例, 治疗后转为正

常数 2 组分别为 21 例 ( 91 3%) 和 23 例

( 88 5%)。2 组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92 3% 和

90 9%, 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结果见表 1。

表 1 2组临床疗效比较

病种
氟罗沙星治疗组/氧氟沙星对照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有效率%

膀胱炎 12/ 10 8/ 7 3/ 2 1/0 0/1

肾盂肾炎 6/ 6 4/ 3 2/ 3 0/0 0/0

前列腺炎 7/ 5 3/ 2 2/ 2 1/1 1/0

副睾炎 3/ 2 2/ 2 1/ 0 0/0 0/0

淋球菌性尿道炎 8/ 7 5/ 4 3/ 2 0/1 0/0

其他尿路感染 3/ 3 3/ 2 0/ 1 0/0 0/0

合 计 39/ 33 25/ 20 11/ 10 2/2 1/1 92 3/90 9

2 2 细菌学疗效评价

本研究 72例病人治疗前尿培养共获致病

菌96株, 其中治疗组 52株,对照组 44株, 治疗

后分别被清除 47株与 41株,未清除致病菌纸

片法药敏呈耐药, 2 组细菌清除率分别为

90 4%和 93 2%, 无显著性差异( P> 0 05) , 结

果见表2。

表 2 2组细菌清除情况比较

致病菌
氟罗沙星治疗组/氧氟沙星对照组

菌株数 清除株数 细菌清除率( % )

大肠杆菌 14/ 12 13/ 10

奇异变形杆菌 5/ 4 5/ 4

绿脓杆菌 2/ 1 2/ 1

淋球菌 7/ 8 6/ 8

金葡菌 10/ 7 8/ 6

表葡菌 2/ 2 2/ 2

腐葡菌 3/ 1 3/ 1

克雷伯菌属 2/ 2 2/ 2

粪链球菌 6/ 5 5/ 5

肺炎杆菌 1/ 2 1/ 2

合 计 52/ 44 47/ 41 90 4/ 93 2

2 3 不良反应

共出现不良反应 4例, 治疗组 2例(恶心 1

例,胃肠道不适 1例) ; 对照组 2 例(恶心 1例,

头晕失眠 1 例)。上述不良反应均轻微、短暂,

无需特殊处理, 不影响疗程完成。不良反应发

生率分别为 5 1%和 6 1% , 2组间无显著性差

异( P> 0 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氟罗沙星对泌尿生殖系

感染疗效满意, 不良反应轻微, 与文献报道相

仿。与己上市的同类品种相比, 氟罗沙星最突

出的优点是 t 1/ 2长, 体内有效血药浓度维持时

间久 (口服本品 400mg 有效血药浓度可维持

24h) ,临床上用其治疗各类感染只需每日给药

1次,加之尿药浓度高而持久 (口服本品 400mg

有效尿药浓度可维持 72h) , 对尿路感染主要病

原菌大肠杆菌的抗生素后效应可达 6h, 因此对

照氧氟沙星治疗泌尿生殖系感染,同样疗效满

意、安全,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使用方便,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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