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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治疗结核病盗汗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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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汗是结核病患者较常见的全身症状。 1998年

6月～ 2000年 1月间我院肺科在常规抗痨 ( SM、

RM、 RFP、 PZA、 EMB)治疗基础上 ,加用参麦注射

液治疗结核病盗汗 ,取得满意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常规抗痨加用参麦注射液组 (简称参

麦组 ) 50例 ,为我科于 1998年 6月～ 2000年 1月确

诊结核病人。其中男 32例 ,女 18例。年龄 16～ 78岁 ,

平均 41. 5岁。血行播散型肺结核 2例 ,继发型肺结核

40例 ,结核性胸膜炎 5例 ,结核性脑膜炎 2例 ,腰椎

结核 1例。 常规抗痨治疗组 (简称对照组 ) 50例 ,为

1998年 6月前我科确诊结核病人。 其中男 30例 ,女

20例。年龄 15～ 79岁 ,平均 40. 5岁。血行播散型肺

结核 3例 ,继发型肺结核 38例 ,结核性胸膜炎 6例 ,

结核性脑膜炎 3例。两组患者均有明显盗汗症状。

1. 2　治疗方法:对照组予常规、规则抗痨治疗 ,参麦

组在常规、规则抗痨治疗基础上 ,加用参麦注射液

(杭州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每支 10 mL,

含红参、麦冬各 1 g ) 40～ 50 mL于 5%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250 m L静脉滴注 ,每日 1次 ,连续用药 10

d为一疗程。

1. 3　疗效标准:显效 ,症状消失 ;有效:症状减轻 ;无

效:症状无变化或加重 (以治疗 10 d为期限 )。

2　结果

参麦组: 显效 22例 ,占 44% ;有效 25例 ,占

50% ;无效 3例 ,占 6% ;总有效率 94%。对照组:显

效 8例 ,占 16% ;有效 18例 ,占 36% ;无效 24例 ,占

48% ;总有效率 52% 。两组显效及总有效率比较 ,参

麦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参麦组在改善肺结核盗

汗方面优于对照组 ,见表 1。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参麦组 50 22* 25 3 　　　 94*

对照组 50 8 18 24 52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3　讨论

近几年结核病患病率呈现回升趋势 ,结核病依

然是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需要高度重视的公共卫

生和社会问题。 中医称结核病为“痨瘵” ,俗称痨病 ,

认为肺痨属虚证。盗汗即是因此再加上机体免疫力

下降所致。参麦注射液是古方“生脉散”的衍变方 ,经

现代科技研究研制而成 ,主要原料含红参、麦冬。 红

参功能大补元气、补脾益肺、强心固脱、安神生津 ,主

治自汗肢冷、久病体虚、神衰身疲 ;麦冬为补阴中药 ,

具有养阴益胃、润肺清心功效 ,主治肺澡干渴、热病

津伤、咽干口燥之症。红参、麦冬补气补阴的特点使

得参麦注射液有益气固脱、养阴生津、固表止汗之功

效 ,故对盗汗疗效明显。参麦组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发

现: 参麦组显效、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充分

证实参麦注射液有明显改善肺结核盗汗症状。且已

经有研究 [1, 2 ]证实参麦注射液能明显提高 T淋巴细

胞亚群 CD3、 CD4、 CD4 /CD8 ,从而提高机体的细胞免

疫功能 ,达到改善临床症状、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功

能 ,对抗痨药物治疗结核病亦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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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肤洁康洗液由黄柏、苦参、白鲜皮、蛇床子、

冰片等 10余味中药组成 ,是一种纯天然消毒杀菌外

洗清洁液 ,具有杀菌止痒、消炎杀虫、祛风燥湿、清热

解毒、保护阴部皮肤粘膜的自洁功能和防御病菌的

能力 ,经临床观察效果理想。现报道如下:

1　观察对象

来源于医院妇科门诊及住院病人共计 254例 ,

年龄 17～ 74岁。所观察的病种有:外阴瘙痒 ,霉菌

性、滴虫性阴道炎 ,尖锐湿疣 ,外阴白色病变及男性

外阴湿疹、包皮炎等。 住院全子宫及附件手术者 ,术

前用肤洁康洗液作阴道冲洗 ;会阴切术后用肤洁康

洗液阴部擦洗护理。诊断依据临床症状、体检特征及

白带常规 ,宫颈、血液检验等证实。

2　使用方法

2. 1　外阴疾患: 取 20 mL肤洁康洗液加温开水

300～ 500 mL,坐浴 ,擦洗 1～ 2 min。每天 1～ 2次 ,

7～ 10 d为 1疗程。

2. 2　原液的使用:外阴瘙痒症和白色病变者 ,可用

药棉浸原液湿敷患处 ,每次 1～ 2 min,每天 1～ 2

次 , 7～ 10 d为 1疗程。

2. 3　阴道疾患: 将原液稀释 10～ 50倍 ,装入阴道

冲洗器 ,取仰卧位 ,垫高臀部 ,将冲洗器插入 4～ 6

cm ,保留 1～ 2 min,每天 1次 , 7～ 10 d为 1疗程。

3　疗效判断标准

治愈:自觉症状及体征消失 ,白带检查:阴性 ;显

效: 症状及体征消失 75%以上 ,白带检查球菌及白

细胞比治疗前减少 ,原 (+ + )变 (+ ) ;有效:症状及

体征消失 50%以上 ;无效:主要症状及体征、化验均

未得到改善。

4　治疗结果

经临床随访观察 ,结果见表 1。

5　讨论
表 1　肤洁康洗液与洁尔阴疗效观察比较

病种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 )

外阴瘙痒 68 /66 32 /20 20 /26 12 /10 4 /10 94. 1 /84. 8

滴虫性阴道炎 26 /23 15 /10 7 /8 4 /2 0 /3 100 /87. 0

霉菌性阴道炎 29 /28 16 /14 10 /8 3 /4 0 /2 100 /92. 9

尖锐湿疣 19 /19 0 /0 4 /5 13 /11 2 /3 89. 5 /84. 2

外阴白色病变 16 /15 0 /0 8 /5 7 /8 1 /2 93. 5 /86. 7

全子宫前阴道冲洗 15 /10 无 1例宫颈残端感染 /有 2例宫颈残端感染 100 /80. 6

会阴侧切术后阴部擦洗 81 /60 无 1例切口感染 /有 8例切口感染 100 /86. 7

　　　　注:肤洁康洗液 /洁尔阴

5. 1　外阴瘙痒症是妇科疾病中临床常见病 ,此类病

情较长、病情反复发作、病情较顽固 ,严重影响妇女

身心健康 ,甚至严重影响生活与工作 ,肤洁康洗液对

妇女外阴瘙痒等病患有较突出的疗效。

5. 2　肤洁康洗液由 10多种中药组成 ,组方配伍合

理。方中黄柏清热解毒燥湿 ,其所含小檗碱抗菌谱

广 ,能有效减少炎症渗出 ,抑菌杀菌 ,增强机体防御

能力。白鲜皮、苦参清热燥湿、祛风解毒 ,对于湿热疮

毒、黄水淋漓、湿疹、风疹有明显的疗效。蛇床子燥湿

祛风杀虫 ,对于寒湿带下 ,湿疹、妇人阴痒 ,滴虫性阴

道炎有良效。冰片清热消炎、消肿止痛。再配以其它

药物 ,可见肤洁康洗液配伍科学 ,具有杀菌止痒 ,消

炎杀虫 ,祛风燥湿 ,清热解毒 ,保护阴部皮肤粘膜自

洁功能和防御病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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