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急性黄疸型 6例 ,慢性活动型 38例 ,活动性肝

硬化 14例 ,亚急性重型 1例 ,慢性重型肝炎 13例。

1.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按常规给于护肝药物 (支

链氨基酸 ,促肝细胞生长素 )治疗。治疗组加用苦黄

注射液 50 mL+ 10% GS 500 mL静注 ,每日一次。

对照组用门冬氨酸钾镁 30 mL+ 10% GS 500 mL

静注 ,每日一次。 15 d为 1疗程 ,共 4个疗程。

1. 3　观察项目:治疗过程中观察临床症状 ,体征 ,胆

红素的变化及不良反应 ,同时作心电图、胸片、血常

规、血生化、肾功能等检查 ,并作记录。

1. 4　疗效标准:总胆红素降至正常 ( < 17. 1μmo l /

L )为显效 ,总胆红素降至治疗前的 1 /3以下为有

效 ,总胆红素下降不足治疗前 1 /3或升高为无效。

2　结果

2. 1　治疗组显效 41例 ,有效 23例 ,无效 8例 ,总有

效率 88. 9%。对照组显效 29例 ,有效 20例 ,无效 23

例 ,总有效率 68. 1% 。两组对比 P < 0. 05。

2. 2　在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的不良反应。心电图、胸

片、血生化、血常规、肾功能等检查未发现异常变化。

3　讨论

本组病例病情相对较重 ,总胆红质的高低变化

能反映病情的程度及治疗有效与否。 肝功能其它指

标 ,如 ALT等病程中的高低变化不能反映病情的

轻重。临床症状缺乏客观性。 因此未作统计。

苦黄注射液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经大鼠

利胆实验证明有促进胆汁分泌和胆红素排泄量增加

的药物作用。毒性试验有较高的安全性。经广泛的

临床应用对一般黄疸型肝炎有明确的退黄作用 ,且

无明显的副反应
[2 ]
。我们在此基础上 ,重点对有重黄

疸的病毒性肝炎患者 ,使用苦黄注射液观察退黄作

用 ,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其退黄效果优于对照组。

在临床实践中 ,虽然有一些药物具有一定的利

胆、退黄作用。如思美泰、由于价格相对昂贵 ,使临床

广泛应用受到限制。肝素等药物 ,由于易引起出凝血

的改变 ,肝炎患者本身引起凝血障碍者较多 ,使临床

使用带来一定难度。山茛菪硷 ( 654-2)由于其口渴 ,

吞咽困难、眼花、排尿困难等副作用 ,病人较难接受。

苦黄注射液经广泛临床应用 ,有明确的利胆 ,退黄疗

效 ,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对重度黄疸肝炎的治疗是

安全、有效、较理想的药物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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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骨质增生一贴灵致过敏反应 1例

山东省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 272149)　　李翠英

　　患者 50岁 ,男性。因左上肢伸屈不利 ,同时伴有

手指麻木 ,颈、背、肩酸胀疼痛反复发作 1年余 ,时轻

时重 ,加重 3 d后来诊 ,经 X线检查诊断为颈椎病

( 4～ 5颈椎增生 )。 给以骨质增生一贴灵局部外贴治

疗。贴药后大约 2 h左右 ,患者初感全身不适 ,继之

头晕、恶心、呕吐 ,吐出物有少量粘液。伴咽干、口腔

粘膜水肿 ,全身散在出现少许红点 ,压之褪色。 于是

即刻取下贴剂 ,大约 4 h左右症状基本消失。由于该

药效果确切 ,价格较贵 ,而且说明书上没有上述副作

用的注明 ,患者要求再次贴用。贴后 1 h余 ,上述症

状复现 ,同时伴有气促、胸闷、心悸、腹痛、头痛、出汗

等严重过敏反应随即取下贴剂 ,让患者头低足高位 ,

放松全身衣带 ,测量血压 11 / 8 kPa,心率 105

次 /分 ,律正 ,双肺呼吸音清晰。给以 10%葡萄糖注

射液 60 mL加入氟美松 10 mg静脉推注 ,约 1 h后

症状基本缓解 , 8 h后完全恢复正常。 复查心率 68

次 /分 ,血压 14 /9 k Pa ,心肺听诊无异常。

讨论:骨质增生一贴灵是由河南羚锐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出品的 ,批号为 990225。此种贴剂由当归、

川芎、红花、冰片、樟脑等名贵中药组成 ,主要功能:

活血化瘀、散寒通络、除风祛湿、软坚散结、快速止

痛。 主治:骨质增生引起的各种疼痛、类风湿性关节

炎、肩周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该贴剂为纯中药制

剂 ,只注明皮肤有破损处勿贴用 ,无说明有任何副作

用。 该患者无药物、食物过敏史 ,无烟酒嗜好。

本文所述过敏反应现象 ,应引起重视 ,患者用该

贴剂时应注意有无不良反应 ,不可大意 ,否则 ,可能

引起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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