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合理药物治疗
·

阿 司 匹 林 预 防 心 肌 梗 塞 的 近 况

。。 英国
,

加的夫医学研究委员会流行病学组

一
、

阿司 匹林的抗血栓作用

阿司匹林具有二个与凝血过程有关的作

用
。

第一
,

它抑制了血小板凝血 素 的 合

成
,

从而减少血少板的聚集
。

第二
,

它抑制了

前列环素  在血管壁中的 合 成
。

前

列环素本身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并使平滑肌松

弛
。

因此
,

阿司匹林理想的剂量应该是能抑

制凝血素 的合成而不抑制前列环 素 的 合

成
‘
幸亏

,

阿司匹林产生这两种作用所需要

的剂量以及使用阿司匹林后每种作用持续时

间都极不相同
。

阿司匹林对血小板中的抗凝

血作用只要小剂量就能达到
,

持 续 时 间 较

长
。

尽管阿司匹林的致血栓作用在人体内尚

未得到证实
,

但动物研究已经表明需要大剂

量 才能促使血栓形成
,

而且 其 作

用逆转很快
。

这就说明最好应用间歇的小剂

量阿司匹林
,

但实际剂量只能根据临床试验

结果加以决定
。

二
、

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塞死亡或复发

的作用

用阿司匹林预防已发作至少 次心肌梗

塞的病人复发或死亡
,

已有 次大的双盲随

机对照试验
。

这些试验 中有 个在所有最后

数据方面是极为相似的
。

第 个试验 阿司
’

匹林心肌梗塞研究组 获得稍不同的结果
。

然而
,

全部六个试验在统计学上的趋向是没

有差别的
,

因此没有理 由不把它们 合并在一

起
。

在这 个试验中
,

阿司匹林使总死亡数
至 少降低 写 。 ,

而对心血管死亡

率的影响稍大
,

并更有说服力
。

阿司匹林对于非致命性梗塞也 有 更 大 的益

处
,

发生率减小 以 上
· 。

阿司匹林的总疗效使全部主要丰件 死亡加

上非致命梗塞 降低 以 上
。

,

此一最终结果给临床实践提供了很有意

义的统计资料
。

但要估计心肌梗塞后死亡和

复发危险的概貌是困难的
,

因为这将取决于

病人的选择
。

但是在初次梗塞后最早入院的

试验指出
,

不使用阿司匹林的病人在出院后

第二年
,

每 例梗塞后的病人约有 例 死

亡
,

并且至少有 例进一步复发
。

因此
,

每

。个病人户最多有 例出院后一年没 有危

险而生存
。

然而用阿司匹林治疗的病人在出

院后第一年中
,

约多 例 即每 例中约有

例 没有发生进一步事件
。

看来有理 由推测

几在梗塞后越快开始用阿司匹林预防则效果越

好
。

当然
,

在梗塞后早期或较晚后使用阿司

匹林产生成比例益处的任何差别方面没有一

致性试验资料
。

而且 由于梗塞后即刻死亡率

最高
,

此后又迅速下降
,

因此采用早期预防

最有可能挽救生命
。

但遗憾的是
,

在梗塞的

急性阶段
,

经医生给予病人阿司匹林单剂量

的试验
,

未产生明显疗效
。

·

三
、

阿司匹林对中风的顶防

阿司匹林应用上的另一个好处是显著降

低中风危险
。

尽管中风的发生率在年轻患者

中很低
,

但发生率随年龄而急剧上升
,

在老

年患者巾肯定比例不小
。

若干试验表明
,

使

用阿司匹林可使中风发生率产生 实质 性 的

降低
。

前面引述的息项心肌梗塞试验中
,

报

告了呵司匹林降低中风发生率约
“ 。

四
、

阿司匹林对不德定型心绞痛患者心

肌梗塞的预防

阿司匹林预防心肌梗塞的潜在作用近年

由一个随机对照试验的报道扩展了
,

‘

这一试

验将低剂量的阿司匹林
,

每 日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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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上个月开始出现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男性

病人
。

不稳定型心绞痛意指
“

新发作的或在没

有增加活动时突然恶化⋯ ⋯或者发生在休息

或轻度活动时
” 。

在随访的 周中给予安慰剂

的病人死亡和梗塞的发生率分 别 为 和
。

阿司匹林使这些发生率下降到

和
,

两者均下降
。

虽然将这一次试

验结果外推到其它心绞痛病人是欠妥的
,

但

结果指 出在 个月的随访中
,

约有 病人

死亡
,

的病人发生非致命性心绞痛
。

然

而约有 的这种病人避免了危险
,

那末低

剂量的阿司匹林似乎将无事件的比例增加到

约  
,

即阿司匹林预防的每 例中 可 以

多保护 名病人
。

五
、

阿司匹林预防措施的当前状况

无害的药物是没有的
,

而副作用对于需

要 长时间甚至终身服用的药物来 说 尤 为 重

要
。

阿司匹林可引起消化不良
、

恶心
、

呕吐

及极少的呕血或便血
。

然而
,

这些作用都 与

剂量相关
,

虽然在以上引述的所有试验中总

发生率相当高
,

但仅给予 天的 个

试验
,

其副作用仅超过服安慰剂病人的

和 。
。

因此
,

在心肌梗塞幸存的病人中
,

低

齐量的阿司匹林是最有用和相当 有 效 的 方

法
,

或许在其它有高度血栓危险的病人
。

如

心绞痛和有暂时性脑缺血病史的病人中也是

这样
。

此外
,

因为预防只需要低剂量
,

故对

长期接受其它药物的病人没有理 由不考虑使

用阿司匹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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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剂 量 抗 菌 剂 治 疗 妊 娠 期 菌 尿 症

新西兰
,

基督堂市医院肾病科

约 的孕妇患有无症状性尿道感染
。

如果在怀孕的最初三月发现菌尿症而未予根

治
,

可能约  的人在后三个月或产褥 期将

继发急性肾盂肾炎
。

若在无症状阶段给予充

分的治疗
,

一

可使并发症的危险减 至 最 低 程

度
。

最近的临床研究表明
,

单剂量抗菌剂治疗

无并发症状的尿道感染的治愈率如常规的疗

程一样令人满意
。

对于孕妇患有菌尿症也是

适用的
。

在最短时间里以最低有效量给药显

然最有益
。

临床研究表 明 曾按四种不同给

药方案应用单剂量合并治疗孕妇的菌尿症
,

其中以链霉素加长效磺胺 疗效最好
,

名

治疗孕妇的治愈率为
。

有人认为孕期用

链霉素可能有潜在的危险 同时因为磺胺药

可置换血中结合态胆红素危及新生儿
,

故不

宜在孕期后三个月使用
。

采用一次肌

注 克先锋霉素 且号
,

治疗了 例孕妇
,

治愈

例  
。

治愈标准就是原始感染细菌的

消除
。

给 名无症状菌尿症孕妇一次 口

服 吠喃妥因做治疗
,

名痊愈 放 射

学检查显示治愈的 人 均无泌尿道并发症
,

而未愈者中有 人被发现有 肾结 石 等 泌 尿

系疾患
。

名怀孕三个月的无症状菌

尿症妇女
,

随机分组分别用复方 增 效 磺 胺

克单剂量给药或 克 小时连服

天作比较
,

结果单剂量治疗的 人 中 人治

愈
,

天量的 人均治愈
。

根据过去 年的治疗经验
,

建议孕妇在

怀孕的最初三个月应做尿培养 如发现菌尿

症可首先给予单剂量抗菌剂 克复方增

效磺胺
、

或 克 轻 氨 节 青 霉

素 , 治疗后的一周内做尿培养 若未根治

就采用 天的疗程方案
,

并立即投予预防量

的吠喃妥因 每晚 直到产 褥 期
,

并

进行尿路造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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