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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选择 它们有两个优点 镇静作用

产生快
、

临床用药经验丰富
。

它们单用或与

杭精神病药
、

麻醉镇痛药联用
。

选择药物主

要考虑药物化学性质
、

药动学特性
、

医生用

药经验
。

。

氛径安定 劳拉西 浮

它是唯一肌注后吸收良好 类药物
,

半衰期 一 小时且无活性代谢物
,

主要通

过 相消除
,

对心血管和呼吸功能的作用相

对少
,

但用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肺功能障

碍等危重病人时仍需小合
。

注射 给药起效

快
,

静注 一
、

肌注 一 起效
,

舌下给药极快起效
,

最大给药 速率是

分钟
,

最大单剂量
,

刘 准随病人澹妄程

度变化而调整
。

有作者主张它和氟呱陡醇联

合应用
,

建议联用氟呱绽醇
、

氯经安定

一 开始静注进行快速治疗法
。

它是

治疗监护病人澹妄的第一线药物
,

可单独或

与氟呱陡醇联合应用
,

选择依据是医生用药

经验
、

澹妄程度
、

病人对单一药品的反应
。

安 定 地西浮

现已很少用于监护病人澹妄的控制
,

因

它有几个性质不利于监护病人
,

包括注射痛

及肌注吸收不稳定
、

静脉给药易引起血栓性

静脉炎
、

半衰期长 一
,

活性代谢物的产

生
、

肝病患者中药物和代谢物易蓄积
、

易引

起心肺抑制 尤其是静脉给药速率大于

时
。

。

速 眠安 咪吐二氮革

本 品半衰期 一
,

作用持续时 间短
,

注射给药起效迅速
,

较少发生注射痛或血栓

性静脉炎
,

水溶性大而允许高浓度且稳定
。

因此它特别适用于监护病人 的 长 期 静滴 用

药
,

它对心肺有轻度抑制
,

可用于慢性阻塞

性肺病患者或同时接受麻醉药的患者
,

但需

特别监护病人的呼吸速度及体积
、

脉搏
,

血

压等 高剂量给药时亦需要
。

长期静脉给药

的开始剂量是 一
,

按病人反应不

断调整
,

用药期间应减少用于镇痛维持的麻

醉药剂量
。

该药临床经验有 限
,

目前不宜作

为监护病人澹妄治疗的第一线药物
。

三
、

结束语

监护病人的澹妄发生率相当高且可能有
一

各种原因
,

氟呱咙醇和苯二氮草类单独或联

合应用是治疗急性激动和澹妄的选择药物
,

具体应用依据监护病人的临床状况和医生用

药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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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二 磷 胆 碱 的 临 床 应 用 近 况

河南省信阳卫生学校 信阳 邺 黄太 国

河南信阳市橡胶厂职工医院 刘如 伟

胞二磷胆碱 是一种脑代谢激

活剂
,

为核昔衍生物
,

是磷脂类磷脂酞胆碱

的前体物质
,

是卵磷脂合成所必须的辅酶
,

化学名胞嗜咤核昔二 磷酸胆 碱  

, ,

系于 一 年

发现
,  年合成的

,  年国内试制成

功
。

本品能增强脑千网状结构
,

尤其是与竟

识密切相关的上行性网状结构激活系统的功

能
,

增强锥体系统的作用
,

抑制锥体外系的

作用
,

促进苏醒
。

可降低大脑血管阻力
,

增

加大脑血流量
,

改善大脑血液循环
,

提高大

脑耗氧量
,

促进大脑物质代谢
。

临床应用日

兰户泛
。

现就本品近年的临床应用进展及不

电反应概沐加下 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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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临床应用

治 疗 共济失调症
‘

共

济失调症 遗传性痉挛性共济失调症 是一组

以共济运动障碍为临床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

变性病
,

病变主要累及小脑
,

多有家族遗传

史
。

常立国等应用 治疗 例  ! 共

济失调症
,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

例患者年

龄为 土 岁 一 岁
,

静脉点滴
。 ,

后无副作用
,

增加到

一
,

为一疗程
,

休息 后再

继续应用下一疗程
,

休息期间将 改为
, 、 。

经 个疗程的治疗
,

例

中进步 例
,

明显进步 例
,

其中随访 例

在 年内均未见症状加重
,

说明有近期疗效
。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 增加了病人脑 内的

胆碱能和多 巴胺能
。

因为 具有增加胆

碱能
,

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和增加多巴胺能抑

制锥体外系的药理作用
。

治疗新生 儿缺乳缺血性脑病  新 生

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是导致伤残儿童最

常见的病因之一
。

长期以来
,

对  的治

疗均限于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
,

并认为其疗

效有限
。

韩玉昆等对 名中度和重度

患儿 重度病例 名
,

中度病例 名
,

在

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的基础上
,

加用

治疗 观察组
,

以 例 重度病例 名
,

中度病例 名 仅采用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

治疗的患儿作对照 对照组
。

为了能精确地

对 比分析
,

全部病例均经严格选择
,

两组病

人的病情经详细比较临床症状和辅助检查结

果表明并无差异
。

观察组 的剂量为
,

加入  液体内静

脉滴入
,

生后第 天开始
,

每 日一次
,

直至

症状明显好转或出院
。

经随访检查
,

在

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基础上加用
,

治

疗效果有 显著畏高
,

中 段 患 〕神经症状在

周 内 消失者高达
,

与对照组的

有显著差异
,

重度患儿 由对照组

的 上升到
。 。

预后效果

中度病人预后不良率 后 遗症和 死 亡 由

降至
。 ,

重度病人由
。

降至
。

可见 用于  治疗是有一

定疗效的
,

可降低 班 的病死率和致残率
。

治疗迟发性运动障碍 用精神安定

剂治疗精神病而引起的迟发性运动障碍约占

长期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  
。

有 人 对 长

期接受神经安定剂治疗的 名 岁以上患

迟发性运动障碍的病人进 行 了 的 疗

效研究
。

病人 口服给药 周
,

剂量 第 周
,

第 周
,

第
、

周增至

  
,

分 次服
。

从治疗开始
,

侮天

早晨同一时间用辛普森氏简略等级法进行症

状评价
。

结果表明
,

大多数病人在举止和 日

常生活料理方面有改善
,

治疗前后在统 计学

上有显著差异
。

抢救重症 乙 醇中毒’ 孙武等报道用

对照法试用 抢救重症乙醇 中毒
,

效

果满意
。

治疗组 例
,

年龄 一 岁
,

饮

酒量
,

对照组 例
,

年龄 一

岁
,

饮酒量与治疗组相似
,

按 年急

性中毒重症标准诊断为重症 乙醇中毒
。

治疗

方法 两组均常规应用  甘露醇
、

高渗

塘
、

糖盐水
、

维生素
、

肝泰乐
、

地塞米松
、

抗生素等治疗
。

治疗组给予 加

葡萄糖 静注
,

并 以 加

葡萄糖 中静滴
,

后可重

复给药一次
,

直 至 神 志 清楚 后 改 为 每天
。

对 照组给予胰 岛 素 加 葡

萄糖 中静滴
,

肌注维生素
,

静注呼

吸兴奋剂
。

结果治疗组 例均治愈
,

治愈

率为
。

对照组 巧 例
,

治愈 例
,

死

亡 例
,

治愈率
。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

治疗组平均苏醒时间 一
,

对照组平均苏醒时间 一
,

有 显著性差

异柑 。
。

。飞、
。

。

治疗 顽固性呕吐囚 刘 臣等报道 例

用其它方法治疗无效的呕吐患者及 例反复

发作的常需肌注氯丙嗦方能奏效的神经性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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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患者
,

经给予
、

维 生 素
。  ,

每 日1 次静脉点滴
,

1 一3 次即呕

止
。

用药期间未继续使用其它止呕药
。

认为

脑代谢激活刘 C D P C 可能具有直接抑 制 延

髓呕吐中枢及化学感受器触发带的作用
,

配

用维生素 B
。

可促进脑内抑制性递质 卜氨菜

丁酸的生成
,

从而对 中枢性呕吐
、

前庭障碍

性呕吐及神经性呕吐显示出良效
。

6

.

治愈一氛化碳 中毒后脑病[0l 一例急

性一氧化碳中毒后留有严重精神症状患者
,

经用多种药物(能量合剂
、

脑复康
、

氨酪酸
、

维生素
、

激素
、

肌昔等) 治疗无效
,

改用

C D PC 50 0 m g 加入 10 % 葡萄糖液中静滴
,

每日 1 次
,

治疗 4 d
,

病情开始好转
,

治疗

20 d
,

病情基本痊愈
,

休息 3d 后
,

将 C D P C

改为 250 m g
,

继续静脉滴注 15 d
。

经随访

15 Y r病情无反复
。

提示 C D P C 可能是一氧

化碳 中毒后脑病治疗的较佳药物
。

二
、

不良反应

C D P C 可致恶心
、

呕吐
、

食欲不振
、

灼

烧感等[vJ 不良反应
,

但近年临床偶有报进

CD PC 可诱发癫痛发作
,

引起过敏
、

休克
,

一

导致视力下降等副作用
。

1

.

诱导癫痛发作Is] 一例患有继发性癫

痛病史
,

长期服用苯妥英钠
,

近 3年癫痛一

直未发作的迟 发性 运动障 碍病 人
,

接受

C D P C o
.Zg 静滴 2 次即引起癫痛大发作

,

停

药 4d
,

第 5 天再用 C D P C o
.Z g 静滴

,

又出

现大发作症状
。

2

.

引起过敏
、

休克【”一 ” J 一例病毒性脑

炎患者
,

经综合对
‘

症治疗后仍有轻度头痛
、

头晕
、

嗜睡
、

懒言
。

应用 C D P C 0
.5 9 加入

10 % 葡萄糖溶液 500 m l静滴
,

日一次
,

翌

日于胸腹部皮肤出现散在性红色小丘疹
,

第

3 天皮疹遍及全身
,

有疹痒
。

经停用C D P C
,

辅以抗过敏治疗后皮 疹全消I
。
]
。

一例脑出血

患者
,

应用 C D P C 0
.59 加入 10 % 葡萄糖静

脉滴注 20 m in 时即引起过敏性休克[
‘。〕

。

另

有 报道 4 例脑血栓形成患者应用 C D P C O
.59

加入 10% 葡萄糖溶液 soo m l内静滴
,

q d
,

3 一17d 后出现休克 【川
。

故此有人认为对过

敏体质患者
,

应慎用或避免使用 C D P C
。

3

.

引 起 视 力 下降畔」 用 C 厂P C (剂贫

37 5m g
,

加 2% 奴夫卡因 1 m l
,

隔 日一次 )球

后注射治疗视神经萎缩 300 例
,

1 例患者视

力明显下降
,

可能与 C D P q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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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氟沙星临床应用评价

青岛一四一医院(青岛 26 6 10 0) 王承硕 刘学山

国产新型唆诺酮类抗菌药
—

诺氟沙星

(以下简称 N F X ) 近几年来 已广泛用于临

床
。

有关该药的抗菌作用
,
体内过程

,

疗效

观察等报道很多
,

现笔者对其临床应作一简

要评价
。

一
、

推荐作为伤寒治疗的首选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