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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莫昔芬  
,

是一 种人工合成的

非固醇类雌激素受体拮抗剂
,

在 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卵

巢轴
、

子宫等靶器官对雌激素有较强的拮抗作用
。

其作用主要是与循环血液中的雌激素争夺雌激素受

体
,

 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后使雌激素不能再进人

靶细胞核内
,

从而不能发挥其作用
。

临床主要用于

治疗乳腺癌
、

卵巢癌
,

此外 对大肠癌
、

结肠癌
、

膀胧癌
、

肺癌等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随着科学研究

的不断进展
,

尤其是激素与疾病的关系研究的不断

深人
,

的临床用途不断增多
,

现将  的非肿

瘤治疗的临床研究介绍如下

用于创伤性牙周炎的治疗

大量研究表明
,

性激素在牙周炎的发病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它影响了牙周组织对菌斑

等外来刺激的反应性
。

牙眼是性激素的靶组织
,

激

素是通过受体而发挥作用 的
。

焉肠明明等川 应用丝

线缝扎的方法建立大鼠创伤性牙周炎动物模型
,

试

验性给大鼠服用
,

然后进行临床指标观察
、

组

织学观察以及雌
、

孕激素受体免疫组化观察
。

其结

果
,

给药组牙跟指数值
、

牙周袋深度值明显低于牙周

炎组
,

二者间有极显著差异 尸 经免疫组

化 法观察
,

给药组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阳性率

明显低于牙周炎组
,

二者间有显著差异 尸  
。

从而说明性激素及其受体参与了牙周炎的致病过

程
,

并发挥了促进作用
。

此实验说明
,

口 服 在

创伤性牙周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
,

提示可用内分泌方法治疗牙周炎
,

具有一定作用
。

预防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王素伟等 〕选用健康 月龄雌性大鼠 只
,

随

机分为虚假手术组
、

卵巢切除组 去势组 和

治疗组
,

应用静态
、

动态相结合的骨组织形态计量学

的方法
,

来观察雌激素缺乏时骨骼的计量变化及

的防治作用
。

静态测定数据显示 去势大 鼠

后
,

较正常下降了
,

而 治疗

组  值接近正常组
,

表明 可有效抑制小梁

骨的丢失
,

与去势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雌激素在维护骨平衡方面起重要作用
。

正常骨再建

是骨形成和骨吸收周而复始进行且二者维持平衡
,

雌激素的缺乏
,

使骨形成和骨吸收这一偶联失衡
,

骨

吸收的作用超过了骨形成的作用
,

最终导致骨量的

减少
。

研究证明上’二
,

卵巢切除后 可使小梁骨体积的百

分比下降
一 , 一

雌二醇可以使骨小梁体

积增加
,

说明骨骼对雌激素较为敏感
。

成骨

细胞上存在有雌激素受体
,

并发现雌激素通过调节

骨基质蛋 白
、

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对成骨细胞产生

作用
,

为雌激素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
,

参与骨代谢提

供了有力的依据
。

 可以有效地抑制因卵巢切

除后雌激素缺乏引起的骨量变化
,

其作用途径可能

是 通过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

促进骨

形成
,

抑制骨吸收 通过抑制甲状旁腺激素和骨吸

收调节因子
一 、 一

等 间接抑制骨吸收
,

以

此来提高小梁骨体积
。

近来研究表明
,

雌激素还 可

通过受体结合途径直接作用于破骨细胞前体形成细

胞的聚集和分化
,

产生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作用
,

从

而抑制骨吸收
。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高转换型

骨质疏松症
,

是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 良好抑制

剂

抑制瘫痕成纤维细胞 及胶原合成川

现代烧伤治疗中
,

瘫痕仍为一尚未解决的难题
。

烧伤后出现的增生性瘫痕
,

其病理特征为成纤维细

胞过度增生及大量胶原形成
。

这些病理改变与全身

激素代谢
、

多种细胞因子等导致成纤维细胞表型的

转化有密切关系
。

 系雌激素拮抗剂
,

可阻断细

胞的 合成干扰各种生 长因子
,

如
一

日
,

等刺激细胞增殖效应
。

胡大海 〔」等利用体外分离

及培养正常皮肤及烧伤后增生性瘫痕组织内的成纤

维细胞 采用
, 一

掺人和脯氨酸比色法
,

比较

两种成纤维细胞经不同浓度 作用后 及胶

原合成的变化
。

其结果表明
, 『

可抑制正常皮肤



及烧伤后增生性瘫痕成纤维细胞 及胶原合成
,

但对两种不同来源的成纤维细胞的抑制率显示明显

的差异
。

相同浓度的  对增生性瘫痕成纤维细

胞的抑制幅度显著大于正常皮肤成纤维细胞
。

使正常皮肤和增生性瘫痕成纤维细胞的

合成 速率 受抑 制 的浓 度分 别为
士

卜
· 一 ’

和 土 卜
· 一 ’

使

胶原合成受抑制的浓度分别是  士

林
· 一 ’

和 士 协
· 一 ’ 。

能有效地抑制体外培养的皮肤成纤维细胞的生长增

殖及胶原合成 与正常细胞比较
,

烧伤后增生性瘫痕

成纤维细胞对 的抑制作用更为敏感 药代动力

学实验说明  的体内分布具有集中于皮肤组织

的特异性
。

等〔’〕的测定结果显示
,

在皮肤

及皮下组织内的浓度比血清浓度高 倍及 倍
,

其

代谢产物去甲基苯氧胺在皮肤内亦可达到血清浓度

的 倍
,

而其他组织器官内未见升高
。

此外
,

 

可经表皮用药的方式
,

在皮肤局部内达到有效的治

疗浓度
,

这对探讨应用该药治疗包括烧伤后增生性

瘫痕在内的皮肤过度瘫痕化提供了有用 的参考依

据
。

虽然目前尚无 对烧伤后增生性瘫痕作用

的临床应用报道
,

但实验发现其一定浓度时对烧伤

后增生性瘫痕成纤维细胞显示的特异性抑制效应
,

对深入研究该药物的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提供了新

的有价值的实验资料
。

与米索前列醇合用抗早孕

霍淡等上丁采用 配伍米索前列醇抗早孕与

米非司酮合并米索前列醇抗早孕作随机比较
,

观察

流产效果
、

完全流产后出血时间和用药后的副反应
。

研究组 组 每 日 次
,

共
,

总剂

 

量
。

第 天上 午阴道放米索前列 醇 卜
,

若 内胎囊未排除
,

则第 天重复放置米索前列

醇 林
。

对照组 米非司酮组 米非司酮
,

每日 次
,

共
,

总剂量
。

于第 天晨 口服米

索前列醇
。

结果 完全 流 产率 组 为
,

说明米索前列醇与 有协同作用
,

能有

效终 止早 孕
。

虽 然完全流产率低于米非司酮组
,

但统计分析两者间差 异无显著性 尸

。

米非司酮合并米索前列醇终止早孕已广泛

用于临床
,

但其完全流产后出血时间较长
,

平均时间

多在 士 以上
,

而 组为
士

较米非 司酮组 明显缩短
,

差异非常显著 尸

流产后一半以上在 内
,

在 巧 血

止
,

出血时间明显缩短为该方法的优点
。

此方法的

不足之处在于用药时间较长
,

且胎囊排出缓慢
,

病人

等待时间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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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生长因子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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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对表皮生长因子的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

供研究者参考
。

方法
:查阅国内外文献

,

对表皮生长因子

都要

徐成摘

作详细的介绍
。

结果
:
通过分析研究现状

,

总结表皮生长因子的临床应用
。

结论
:近年来

,

表皮生长因子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
,

并在多方面取得 了满意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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