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糖尿病患者 发病数年后才被诊断 其 Β细胞功能已降至

较低水平 只能以胰岛素作为起始治疗 ∀再者 英国科学家

已证实 早期使用胰岛素的患者达标成绩更好 有助于降低

致死率 !致残率 ∀所以近年来胰岛素的消耗比例有所上升 ∀

我院主要使用混合型重组人胰岛素 其次为普通胰岛素 因

其可以在液体中静滴 且治疗费用低 适用于住院患者 ∀

3 3  从表 !表 可知 磺酰脲类合计 ⁄⁄⁄ 年来均排在第

一名 日均费用在 至 元之间 受到医患双方的普遍认同 ∀

阿卡波糖可降低餐后高血糖和血浆胰岛素浓度 其单品种

⁄⁄⁄ 上升较快 年排在第一名 深受患者欢迎 ∀但价格

偏高 日均费用在 元以上 故生产企业应大力降低生产成

本 降低价格 回馈广大患者 ∀瑞格列奈为非磺酰脲类胰岛

素促分泌剂 耐受性良好 其 ⁄⁄⁄ 排名逐年上升 但日均费

用较高 制约它的使用 ∀双胍类不良反应较多见 如恶心 !呕

吐 !厌食 !腹泻等 有些病人不能耐受 虽疗效确切 日均费用

低 但其 ⁄⁄⁄ 排名靠后 临床难以推广 ∀建议医药企业扬

长避短 开发同类新品种 提高用药依从性 满足临床需要 ∀

胰岛素增敏剂能改善胰岛素抵抗 保护胰岛 Β细胞和大血

管 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价格太高 日均费用排第一位

患者难以承受 ∀中成药为辅助用药 应用有限 消耗金额逐

年下降 ∀

3 4  近年来 型糖尿病的治疗模式正从 /传统的阶梯治疗

模式 0向 /积极而理性 0的新模式转变 以求得到血糖 !糖化

血红蛋白的高达标率 ∀新模式摆脱了单一药物逐渐加量至

推荐最大剂量的传统思维 代之以用单一药物的半量或次极

剂量时联合用药的新思维 从而提高达标率 同时减少不良

反应 ∀我院降血糖药 ⁄⁄⁄ 的变化 体现了这种治疗模式变

化 故我院降血糖药的应用基本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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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肉毒毒素 治疗味觉出汗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刘秀华 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 浙江  湖州

摘要 目的  肉毒毒素 治疗味觉出汗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  对 例因腮腺肿瘤术后确诊味觉出汗综合征的病人进行肉毒

毒素 局部皮肤注射 每平方厘米皮肤注射 按受累皮肤面积大小 分别注射 ∗ 于皮下 ∀结果  例病人中 例

成功一周后症状消失 例好转 未见不良反应 ∀结论  肉毒毒素 注射治疗味觉出综合和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

关键词 肉毒毒素 味觉出综合和征 局部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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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觉出汗综合征是行腮腺肿瘤治疗 ) ) ) 面神经及腮腺

解剖肿瘤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 也称耳颞神经综合征

ƒ 综合征 偶见于颌下腺手术及腮腺损伤后 ∀发病原因

是被切断的耳颞神经再生时 原支配腮腺分泌功能的副交感

神经纤维 与被切断的原支配汗腺和皮下血管的交感神经末

梢发生错位连接愈合 故当咀嚼和味觉刺激时 引起副交感

神经兴奋 常见症状为术后在咀嚼饮食或刺激唾液分泌时

耳前下区皮肤出汗 并发热或潮红 常在进食 ∗ 后出

现 ∀当咀嚼运动结束后 ∗ 即消失 ∀一般术后数周乃

至一年出现 症状轻重不同 ∀有人认为术中采用耳肌骨膜瓣

可预防该症的发生 也有人认为用颞顶筋膜瓣效果良好 也

有人用肌筋膜瓣法治疗味觉出汗综合征 ≈ 但这些都是用手

术的方法 本人用肉毒毒素 即药物 治疗味觉出汗综合

征 效果理想 现介绍如下 ∀

1  资料和方法

1 1  病例

选择全身健康状况良好 无药物过敏史 腮腺肿瘤术后

确诊味觉出汗综合征的 例病人 男 例 女 例 ∀年龄

在 ∗ 岁之间 ∀创口有感染或有全身性疾病者禁用 ∀

1 2  治疗方法

对确诊后的病人首先测量受累皮肤的面积 测量后用美

兰画线 待病人症状缓解 后再次嘱病人进食测量其受累

皮肤的面积 测量确认后计算其用量 方法按每平方厘米

计算 ≈ 然后按受累面积的大小分别于皮下注射 ∗ 的

肉毒毒素 一周后观察病人症状 ∀

1 3  典型病历

李某 男 岁 右腮腺混合瘤术后 个月 发现在进食

或刺激唾液分泌时右耳前下区皮肤出汗 并发热 !潮红 来诊

要求治疗 ∀经检查诊断为 右腮腺混合瘤术后 味觉出汗综

合征 ∀经全身检查及常规检查未见全身性疾病 ∀手术创口

愈合良好 ∀测耳前下区受累面积约 平方厘米 用 的

肉毒毒素 局部注射 尽量注射均匀 症状减轻 一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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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未见不良反应 ∀于用药后 个月 ! 个月 !半年随访 未见

复发 疗效稳定 ∀

2  结果

例病人 例注射治疗成功 一例病人症状减轻 受累

区的外上份效果欠佳 建议三个月后再次测量注射 患者未

来诊 ∀其中有 人随访半年疗效良好 !稳定 ∀远期效果有待

于进一步观察 ∀

3  讨论

肉毒毒素又叫肉毒杆菌毒素 是肉毒杆菌在厌氧环境中

所产生的毒素 有剧毒 Λ 可置人于死地 ∀目前用于临床

的是肉毒杆菌毒素 种类型中比较稳定的 型 即 /肉毒毒

素 0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于 年正式批准用于临

床 我国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已于 年研制生产

出 / 型肉毒毒素 0 ∀肉毒毒素 是一种神经毒素 其药理研

究发现 选择性作用于外周运动神经末梢与肌肉的接头部

位 抑制突触前膜释放乙酰胆碱 使神经冲动不能下传 从而

使被错位连接支配腮腺分泌功能的副交感神经纤维 与被切

断的原支配汗腺和皮下血管的交感神经的冲动传导不能下

传 症状消失或缓解 ∀

该药以微小剂量注射于局部 即可产生疗效 进入血循

环的药物会迅速被清除 故不引起全身反应 ∀该药一般不能

通过血脑屏障 所以在少量局部用药时 对中枢神经系统不

产生影响 ∀该药均采用局部注射 用法简单 几乎没有不良

反应 有些不良反应也较轻微 所以使用起来非常安全 ∀一

般从小剂量开始 单剂量注射避免大于 单位 ∀不宜用于

发热 !传染病 !结核病 !血液病 以及有心 !肝 !肺疾病的病人 ∀

孕妇 !哺乳妇女及 岁以下的小儿禁用 ∀

肉毒毒素 除皱疗效的持续时间一般只有 ∗ 个月

平均 个月 极少数可延长到 个月或一年 但也有仅 个

月即复发者 ∀

味觉出汗综合征是腮腺肿瘤手术治疗行面神经及腮腺

区解剖操作常见的并发症 据统计约占因腮腺肿瘤行腮腺切

除术的 ≈ ∀国外曾有报道用肉毒毒素 进行治疗 效

果理想 国内主要采取手术的方法治疗和预防 用肉毒毒素

进行治疗尚未见报道 本人通过 例患者的治疗认为 肉

毒毒素 治疗治疗味觉出汗综合征 方法简单 !易行 无需手

术 未见不良反应 效果理想 ∀一例效果欠佳 考虑和注射不

均匀 !局部量小有关 ∀ 例病人中 例随访半年疗效稳定未

见复发 ∀远期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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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慢性乙型黄疸肝炎的临床观察

吴晓瑛 胡辉 赵国根 胡永珍 顾慧华 周翔 吴惟一 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观察痰热清注射液用于治疗慢性乙型黄疸肝炎的疗效 ∀方法  将 例慢性乙型黄疸肝炎患者分为 组 对照组

例 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苦黄注射液 观察组 例 在基础治疗上加用痰热清注射液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明

显高于对照组 Π ∀观察组治疗后 × ! ≥×!× 明显低于对照组 Π ∀结论  痰热清注射液能有效

的治疗慢性乙型黄疸肝炎 ∀

关键词 痰热清注射液 慢性乙型黄疸肝炎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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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 ∀慢性乙型肝炎

易反复发作 易出现黄疸 有黄疸的慢性乙型肝炎我们称之

为慢性乙型黄疸肝炎 ∀目前对这种黄疸肝炎药物治疗效果

不满意 ≈ ∀我科自 年 月至 年 月根据痰热清注射

液的组方 由黄芩 !熊胆粉 !山羊角 !金银花 !连翘组成 上海

凯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

用于治疗慢性乙型黄疸肝炎患者 取得较好的疗效 现总结

如下 ∀

1  对象与方法

1 1  病例选择

按 年 月第十次全国病毒性肝炎修订的诊断标

准 ≈ ∀选择 例慢性乙型黄疸肝炎患者作为临床观察对

象 ∀将全部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

龄 ∗ 岁 平均 岁 对照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岁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性别 !年

龄 !病情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具有可比性 ∀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 例采用综合护肝治疗 如维生素 ≤ !甘草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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