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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方法处理
,

肿痒一抹灵治疗组

均值为
,

而正骨水对照组 值可信限

在 一
,

此可信限不包括

治疗组 均值
,

则
,

差别有

显著意义
。

表 种捧一抹灵与肤轻松 治疗接弃性皮肤

病疗效比较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勺治疗组

对照组

同样
,

治疗组
,

对照组治疗后结果 比较
,

以统计学中 方法处理
,

肿痒一抹灵治疗

组 均值为
,

而肤轻松组 值可

信限在 一
,

此可信限 已包

括治疗组 均值
,

则
,

差别

无显著意义
。

安全性观察结果 肿痒一抹灵 治疗 组在

用药期间没有出现皮肤刺激
,

潮红
、

皮疹等过

敏反应及其它不适症状
,

例中 只有 例

在皮肤抓痕周 围用 药后 出现轻微的色素沉

着
,

随访
,

色素沉着自然消退
。

五
、

讨论与结论

肿痒一抹灵配剂是在我省布依族验方基

础上经现代医学观点和方法加工而成
,

已在

民间沿用多年
,

确有清热解毒
、

活血化寮
、

消

肿止痛
、

除湿止痒作用
,

本次临床验证结果进

一步表明

肿痒 一抹灵对软组织损伤有良好的

治疗作用
,

临床总有效率 达
,

优于正骨

水
。

肿痒一抹灵对痰痒性皮肤病亦有 良

好的治疗 作用
,

临床总有 效率达
,

其疗

效与肤轻松相当
。

本品副作用轻微
,

除个别患者有轻微

色素沉着
,

并在短期 内能 自然消退外
,

未见其

它过敏反应及皮肤刺激等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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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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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治疗输尿管结石 例

郭德玉

解放军第 医院

年 月至 年 月
,

我们应用

黄体酮与维生素 交替使用治疗输尿管结

石 例
,

获得良好效果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临床资料

一 一般资料 患者均系各地医院确 诊

住我院综合科病人
,

住院后常规照腹部平 片

和 超检查
,

进一步明确结石的部位
。

例

中男 例
,

女 例
,

男女 比为
,

年龄 在

一
,

平均
,

病程 一 例
,

一

例
,

以上 例
。

发病时间一般 在

一
。

肉眼血尿 例
,

镜下血尿

例
,

尿频者 例
,

尿急者 例 中段 例
,

下

段 例 结石大小 一 者 例
,

李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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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者 例
,

一 者 例
,

本组病

例中结石最小者
,

最大者
。

二 治疗 方 法 第一 天用 维 生素

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  中
,

静

脉缓慢滴注
,

每日一次
,

滴完后让患者多饮水

并辅以跳跃活动
。

第二天用黄体酮 肌

肉注射
,

每 日 次
,

同 时用 葡萄糖注射

液
,

静脉滴注
,

葡萄糖注射液滴

完后给 甘露醇注射液 静脉加压

滴注
,

滴注结束并辅以跳跃活动
。

小便时注

意有无结石排 出
,

无结石排出者继续用上述

方法治疗
。

黄体酮与维生 素 交替使用
,

为 疗程
。

治疗 疗程要做 超检查



 

次
,

以便及时发现结石是 否排出
。

治疗时 间

不超过 疗程
,

疗程无效者停止治疗
。

二
、

治疗结果

本组 例
,

结石 疗 程 排 出者 例

 疗 程 半 天 排 出 者 例

疗 程排出者 例

疗程排出者 例 疗程 排 出者

例 疗程排出者 例  五

疗程以上排出者为
。

用药后疼痛减少或消

失
,

排出最大结石直径为
。

三
、

讨论

输尿管是细长的肌性管道
,

位 于腹后壁

及盆腔内
,

走行多 处弯 曲
,

具有 个生 理狭

窄
,

结石易嵌顿狭窄处
,

药物治疗难以奏效
,

多以手术或体外碎石治疗
,

给病人造成一定

的损伤和痛苦
。

本组 采用黄体酮与维 生素

交替使用治疗输尿管结石
,

效果满意
。

由

于输尿管的组织结构 为平滑肌组织
,

而维生

素 与黄体酮新的药理作用
,

可以使平滑

肌扩张
,

达到排石的 目的
。

本组 例中 疗

程以 内结石排出者 例
,

占
,

优于

其他治疗
,

而且该药止痛效果好
。

黄体酮与

维生 素 都能解除输尿管 的平滑肌痉孪
,

使管腔被动性扩张
,

达到止痛排石的 目的
,

同

时使肾的血流量增加
,

尿液分泌增多
,

促进排

石
。

用药期 间肉眼血尿 例
,

镜下血尿

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

并未发生任何副作

用
。

因此
,

黄体酮与维生素 交替使用 的

排石效果优于单用 种药的效果
。

在两药交

替使用中辅以 葡萄糖注射液及 甘

露醇注射液
,

尿液增加
,

排泄加快
,

促进结石

排出
。

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在心血管病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张 黎 节译

内 皮 素 是 和

在 年首次发现的
,

它包括 种异

构体 一
,

一 和 一
,

每种异构体

均 由 个氨基酸和连接一对半胧氨酸残基

的 个二硫键组成
。

年以来
,

它们在许

多心血管疾病中可能的病理生理作用 已成为

研究的中心
。

一 是哺乳动物中作用 最强的血管

收缩物质
,

在体内外其对静脉的作用 比对动

脉的作用强 一 倍
。

一 也是血管 内

皮细胞 产生的一类主要的异构体
。

由 个氨基酸组成的前原 一
,

首

先被酶解成含有 个氨基酸的前体和大
一 两段

。

大 一 1 可进一步经 内皮素转

化酶(E CE )作用而形成活性肤
,

产生人类 E T

一 1
。

E

CE

一 1 是近年来被鉴定 出的 唯一的跨

膜金属 蛋 白酶
,

其结 构与中性 肤链 内切酶

苗耀诚 审校

24
.
11 相似

,

在中性 pH 条件下
,

它可以将细

胞内或细胞外的大 E T 一 1 分解成为 E T 一 1
。

E

CE
对大 E T 一 1 具有选择性

。

药理学研究

表明还存在着一些具有不同特性的 E cE
s。

此外
,

E C E
一 2 也 已经被确定

。

其可能

的作用是作为细胞 内酶
,

将 内源性合成的大

ET 一 1 分解成 E T 一 1
,

此作用是在跨高尔基

体网状系统进行的
,

其囊泡液为酸性
。

E T
一 1 血中水平比较低

,

内皮细胞合成

的 E T 一 1 大约 有 80 % 可由管 腔分泌
,

可见

ET 一
1 具有 自分泌和旁分泌的作用

。

内皮

素的神经体液作用也已经提出
。

通过分子研究
,

已经确定两种哺乳动物

类的 内皮素受体
,

其 中 E T A 受体对 E T 一 1

选排性较强
,

而 E TB 受体则对 3 种异构体具

有相同的亲和力
。

早 期研究结 果表明
,

E 介
受仁卜只存在于血管平 滑肌 (V S M )中并介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