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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

并 同时注意三点  细菌的耐药性
。

抗生素的毒性
,

大部分抗生素无毒或毒

性较小
,

有显著毒性的是氨基糖贰类抗生素
。

了解儿科及呼吸道抗生素的药 物 动 力

学
,

如小儿的肾功能
、

代谢酶及免疫功能均

发育不完善
,

了解药物达到呼吸道浓度与各

种细菌所需的
,

从而利于选择最佳治疗

药物
,

药物的给药途径
、

用法及用量
。

目前

临床使用较多的抗生素有青霉素类
、

头抱菌

索类
、

氨基糖贰类
、

大环内醋类
,

磺胺类和

咬诺酮类等
。

这里需强调的是目前滥用抗生

索问题十分严重
,

往往是没仔细全面考虑就

上高级抗生素
,

如头抱菌素和大环内醋抗生

素
,

而且愈用愈高级
,

这既达不到治疗效果

又增加了病家经济负担
,

况且一种新药的副

作用需经多年及大量临床病例才能发现
,

尤

其对儿童应尽可能选用疗效好
,

久经临床考

脸的药物如青霉素类及磺胺类药物
。

从目前

来看
,

适宜儿童用的抗生素较多
,

但儿童  

刘型较少
,

因此建议多研究开发适宜儿童用

新剂型
,

如滴鼻剂
、

雾化剂
、

栓剂
。

三
、

其它药物

小儿发生呼吸道感染时
,

除采用上述药

物外
,

还应同时采 用对症药物
,

如出现高热

则应采用退热剂 出现高热惊厥
,

则肌注苯

巴比妥钠 出现鼻塞则 麻黄硷滴鼻

出现咳嗽时
,

应采用止咳祛 痰 药
,

如 氯 化

胺
、

鲜竹沥
、

甘草合剂
、

急支糖浆等 出现

喘息时则用氨茶硷
,

从而达到控 制 减 轻 症

状
,

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
。

四
、

其它疗法

研究表明小儿呼吸道感染
,

尤其是反复

呼吸道感染与小儿维生素 缺乏有明 显 关

系间
,

因此除抗感染
、

止咳
、

平喘
、

退热疗

法外
,

应给浓鱼肝油或维生素 注射液治

疗
。

此外
,

物理疗法的迅猛发展
,

给小儿呼

吸道感染增加新的治疗手段
,

常见的有超短

波透热治疗疗法
,

其目的是通过电磁场高热

达到消炎化痰之 目的
。

总之
,

小儿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高
,

危

害大
,

如果不合理选择和使用药物
,

不但会

影响小儿的正生常生活
,

而且会诱发各种器

官功能性损害
,

对 日后生活
、

学习造成严重

后果
,

因此应引起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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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的年会上大家热

切期待的临床试验结果中包括化疗新方法
,

已有药物的新用法和提高癌症患者生存质量

的新途径
。

苦几项研究调查了用于治疗晚期乳腺和

卵巢癌的紫杉醇的其它用途
。

比如东方合作

肿 瘤
·

组发现 名非小细胞性肺癌的病人中

约 的患者有效
。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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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发现有相似的结果
。

另一项研究是
,

国立癌症研究所发现加大紫杉醇的剂量可 以

安全地用于卵巢癌的妇女
。

关 在 名接受化疗的卵巢癌妇女中
,

给

予 一  的患者中  的患者副作用较

少
,

诸如感染
、

发热
、

白细胞数量减少
。

而

只接受化疗的对照组有  的患者由于因副

作用的原因住院
。

一 通过保护器官

可以用较大较强的化疗药物剂量
。

关 氯甲双磷酸盐 拍 减缓甚至

阻止导致癌症患者易于骨折的高血钙和骨质

侵蚀
。

在对 了 名乳腺癌妇女的研究中
,

给

予氯甲双磷酸盐一年的患者并发高血钙者有

 
,

而安慰剂组有  
。

关 丑期乳腺癌乳房根治切除术后用大剂

量辅助化疗后存活率有所提高
。

对
,

论名

妇女的研究表明
,

用最大剂量者  在三年

内无复发
,

而用低剂鼠为 石
。

‘ 对结肠癌晚期患者
一

氟尿喀睫和左旋

咪哇合用比各自单独使用更有效
,

名患者

中 年复发率减低了
,

死亡率下降
。

关 根据
,

一

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

的研究 中
,

对那些 。至 岁的患者服大剂量

盐酸阿糖胞昔使缓解期延长至 年 以上
。

关 在一项小规模研究中
,

名有口腔恶

化前病变的病人中的 名给低剂量
一
顺式

维甲酸 一种维生素 的衍生物 后
,

得

到控制
。

关 单克隆抗体与致命的蓖蔬毒素连接
,

可攻击并杀伤癌变 细胞
。

名成人淋巴瘤

患者有一半以上对此疗法有反应
。

关 与治疗作用相反
,

在 了年中每天给予

他莫昔芬的
,

。。妇女中有 发现原发性

癌变
,

特别是子宫癌
,

而辅助化疗使新的恶

变的可能性下降到
。

〔
, ,

英文 〕

老 药 新 用 治 疗 早 产

湖北队利
一

人学附 石
。
武汉 加 山 周延 安 李 莉 蔡鸡生

早产为妇产科难症之一
,

引起早产的因

素复杂
,

母亲不育史
、

孕期增重少
、

胎膜早

破和妊娠剧吐是较明显的危险因素
,

孕期疾

病
、

妊高症
、

孕期阴道出血和月经初潮年龄

小是常见的危险因素
,

产前检查次数少
,

孕

期承受社会心理因素多
、

孕妇身体矮小
、

孕

次多
、

人工流产史和妊娠后期被动吸烟等可

增加早产危险
‘ 。

治疗原则以抑制宫缩
、

促

进胎肺成熟为主
,

必要时辅以抗生素 【
。

近

些年来发现许多老药可用于早产的治疗
,

如

硫酸镁
、

硝苯咤
、

硫酸舒喘灵
、

消炎痛等
,

本文对此作
一

简述
。

一
、

消炎痛

报道招例难免早产孕妇
,

孕期

一 周
,

用药 为一疗程
,

首次用。
。

直肠

栓
,

后改用口 服
,

治疗后宫缩阻滞 以上
,

例孕期延长超过 周
,

例在 周前分娩
,

认

为消炎痛可通过抑制环氧化酶而阻滞宫缩
忿’

用消炎痛和其衍生物苏灵达

况 治疗顽固性早产
,

各治疗 例
,

两组均

用倍他米松
、

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索以加速胎

儿肺成熟
。

消炎痛组胎儿尿生成减至用药前

的
,

苏灵达无此作用
。

前者使最大羊水

池深度明显碱少
,

羊水招数下降
,

与后者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