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疗效 最近美国的 ƒ ¬公司也开始将阿霉素掺入铁炭混合

的微粒中并对肝癌和肺癌患者进行局部治疗 ∀在一定磁场

强度下 这种铁炭混合的微粒具有比 ƒ 更好的磁响应性

目前已通过对肝动脉内微粒的剂量试验并确定了方法的安

全性 !耐药性 !药物动力学及最大药物剂量等因素 考察了外

加磁场定位效果 完成了 ! 期临床试验 ∀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单克隆抗体研究较多 ≈ 而该载体

虽然对肿瘤具有高指向性 但因网状内皮系统的作用 使药

物不能有效地集中 从而降低药效 单克隆技术复杂和成本

昂贵 不易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磁性抗癌药属第四代靶向给

药系统之一 磁性微粒作为抗癌药物载体注入人体后 可以

有效地降低网状内皮系统的干扰 在外部磁场的作用下 药

物随载体迅速吸附在靶区周围 使肿瘤部位很快达到所需浓

度 而全身的分布量则很少 故不良反应轻微 ∀由于大动脉

中血液线性流速 平均 是毛细血管中流速

的数百倍 所以磁性微粒在毛细血管中流动缓慢 只需很

小磁场就可使它滞留在靶区 ∀

本课题实验研究表明将磁性抗癌微粒混悬液局部组织

内注射后 经检测 该混悬液可分布于局部 在体表相应部位

磁场的作用下 磁性微粒滞留于局部 释放抗癌药 杀伤癌细

胞 抗癌药物用量小 毒性小 ∀局部磁场去除后 由于稀释液

已被吸收 局部微粒密度增大 粘度增加 限制了微粒向远处

扩散 大大减少了抗癌药的全身分布 ∀磁性微粒主要靠水溶

外移缓释抗癌药 尚有多种酶类对微粒有降解作用 磁性微

粒在体内完全降解约需一个月 终产物为氨基酸 ∀磁性微粒

可用普通 号针头顺利吸取注射 较长时间地释放药物 使

微粒成为肿瘤组织内抗癌药的 /仓库 0 ∀

本课题临床结果表明 磁性抗癌微粒局部注射后 分布

到肿瘤及周围区域 ∀在体表相应部位磁场作用下 磁性微粒

胶液滞留于局部时间长 局部药物浓度高 抗癌药物用量小

可集中杀死瘤体癌细胞 减少抗癌药的全身分布 而对其他

组织和脏器不良反应小 较好地解决了全身化疗药物选择性

差的问题 ∀本疗法对肿块型瘤肿疗效好 浸润型或球状生长

型效果较差 食管癌癌灶浸润长度在 ∗ 以下者疗效好

以上者效果差 ∀放疗后复发且瘤体僵硬不能吸收药

物者 !瘤体过大 !表面溃烂 !全身衰竭 有出血倾向及过敏体

质者 本法疗效较差 故应慎重选择适应症 ∀

该研究特点在于 磁性微粒靶向给药系统治疗方法主

要利用了磁性微粒的缓释特性 使肿瘤局部的药物保持高浓

度 可有效地杀死癌细胞 抗癌药物用量小 全身药物浓度

低 不良反应小 ∀成本低 设备简单 !操作简便 外渗入组

织的载药磁性微粒还可作为核磁共振成像 的造影剂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可通过 成像动态观察疗效 ∀ 恒定

外加磁场对恶性肿瘤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有研究表

明 可提高病变局部的温度 ≈ ∀ 制定了一定的临床适应

症 对于局部有较大溃疡 放疗后复发僵硬 !对药物吸收差

肿瘤广泛转移 !瘤体过大 !全身衰竭 !体质过敏 !有出血倾向

者 用本疗法疗效较差 所以根据适应证选药 ∀由于我们临

床观察病例较少 未加设对照组 仅为临床应用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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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用药经济学分析

赵丽芳 蒋维洪 诸暨市人民医院 浙江  诸暨

摘要 目的  把现有的治疗念珠菌药分成四组 比较治疗方案的疗效与成本 ∀方法  对 年 ∗ 月间在我院门诊确诊为

念珠菌性阴道炎 例患者随机分成 组 分别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进行疗效与成本分析 ∀结果  组方案治疗 例有效

例 有效率 价格为 元 组方案治疗 例 有效 例 有效率 价格为 元 ≤组方案治疗 例

有效 例 有效率 价格为 元 ⁄组方案治疗 例 治愈 例 有效率 价格为 元 ∀结论  根据

÷ 检验四组药物对念珠菌性阴道炎有效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对治愈率有显著差异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 ≤组具有价格优势且

疗效满意 为理想的治疗方案 ∀

关键词 念珠菌性阴道炎 疗效与成本 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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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 2

  念珠菌性阴道炎是由念珠菌感染引起的阴道炎 患者常

表现为外阴瘙痒 !灼痛 痛苦不堪 ∀是门诊妇科的常见病和

多发病 真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为条件致病菌 其中白色念

珠菌致病力最强 ≈ 感染菌种以白色念珠菌最常见 ≈ 患者

往往机体免疫力下降或长期使用抗生素致菌群失调引发念

珠菌感染 病程反复 且易复发 长期应用抗真菌药和预防性

用药又为导致耐药现象发生 给临床治疗带来一定困难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病例来源  选取 年 ∗ 月来我院就诊的确诊

为念珠菌性阴道炎已婚患者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

龄 病程分初次 多次就诊 ∀随机分成 ! !≤ !⁄ 组

各组在年龄 !病程 !治疗阴道诊断症状无显著性 Π ∀

见表 ∀

表 1  各用药方案基础资料比较

Ταβ 1  × ∏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平均显效时间 平均治愈时间

? ? ?

? ? ?

≤ ? ? ?

⁄ ? ? ?

1 2  给药方法  患者均用药用小苏打化水每晚临睡前坐

浴 组克霉唑乳膏 本院自制制剂 外涂外阴 制霉菌素片

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 每晚阴道栓塞 万 ∏ 粒连续使

用 组达克宁软膏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外涂 凯

妮汀栓 拜耳 中国 公司 栓塞 粒 隔三天一次 连续使用

二次 ≤组克霉唑乳膏外涂 制霉菌素片每晚阴道栓塞

万 ∏ 粒连续使用 服斯皮仁诺胶囊 西安杨森制药有

限公司 每天 次 每次 服 ⁄组达克宁软膏外涂

凯尼丁栓栓塞 粒 隔三天一次 连续使用二次 服氟康

唑片 上海信宜药业有限公司 每天 次 每次 服 ∀

一疗程后观察患者治疗情况 ∀治疗其间禁止性生活 性伴侣

患同病者同时治疗 用过的内裤毛巾及盆具均应开水消毒

以免重复感染 ∀

1 3  疗效判断  治愈 治疗一疗程后 临床症状消失 妇科

检查无充血症状 连续三次月经后复查白带均阴性 显效 临

床症状明显减轻或消失 在短期内第二次就诊 ∀无效 临床

症状和外阴瘙痒症状无任何改变 或患者就诊要求改用药

物 ∀治愈 显效为有效 ∀

1 4  成本核算  因资料来源是门诊病人 医疗费用实际上

是药品费用 且是一个疗程的药品费用成本 药品的价格国

家核定的当地当时药品零售价格标准计算 ∀

1 5  统计学分析  ς检验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四组患者治疗结果见表 ∀治疗后局部治疗和局部治

疗 全身用药四组药物治疗方案之间的有效性差异没有显

著性 Π ∀

表 2  组患者治疗结果

Ταβ 2  ∏ ∏ √ ∏ ∏

组别 有效 例 无效 例 有效率

组

组

≤组

⁄组

2 2  组给药方案治愈结果与分析  从表 显示 组用药

方案有效性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根据表 的数据 ς检验 组

与 组 组与 ≤组 ⁄组之间有极显著性差异 Π ≤

组 ⁄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Π ∀

表 3  组给药方案治愈结果与分析

Ταβ 3  ∏ ∏ ∏

组别 治愈 例 有效 例 总例数 治愈率

组

组

≤组

⁄组

2 3  成本 ) 效果分析  组给药方案治疗念珠菌性阴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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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 ) 效果分析 将 组用药成本以最低成本 组为参

照 其他 组与之比得到 ϖ ≤ ϖ ∞ 结果见表 ∀

表 4  不同治疗药物的成本 ) 效果分析

Ταβ 4  × 2 √ ∏

组别
有效率 成本

元

成本 ) 效果比

≤ ∞

单位成本 ) 效果比

ϖ ≤ ϖ ∞

组  

组

≤组

⁄组

3  讨论

本实验分析发现 组用药成本效果比最低 局部用药

见效较快 特别是改善外阴瘙痒 !灼痛症状较快 但治愈率

低 容易发复 且效程较长 ∀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兼治的方

法是较理想的治疗方案 能较快改善症状的同时 治愈率显

著提高 有效降低念珠菌耐药产生机会 ∀从经济学角度考

虑 组治疗方案更优于其他三组 疗效好 单位效果成本最

低 ∀但从临床应用上 ≤组更有价值 疗效好 复发率低 减少

用药次数 从而可以减少耐药菌株产生 ∀而且效价比也较

低 ∀关于耐药现象的发生 一般认为抗真菌的广泛应用 导

致了耐药菌珠的存在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免疫系统的严重

缺陷更易产生耐药菌株 ≈ ∀另本实验明显可以看出念珠菌

对氟康唑 斯皮仁诺敏感性较好 相反念珠菌对制霉菌素 克

霉唑耐药性较大 ≈ 这与有关杂志报道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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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阿托品眼用胶体溶液的制备及质量考察

王彦 张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药学院 级实习生

摘要 目的  制备硫酸阿托品眼用胶体溶液 ∀方法  用卡波姆 2 作增稠剂 制备硫酸阿托品眼用胶体溶液 建立酸碱度 !卫

生学 !含量测定等质控方法 进行制剂稳定性试验 体外释放试验及刺激性实验 ∀结果  为 ∗ 硫酸阿托品平均回

收率为 ≥⁄ ν 其他各项检查均符合眼用制剂的有关规定 ∀结论  本制剂制备工艺简单 性质稳定 质

量可控 适于医院制剂 ∀

关键词 硫酸阿托品 眼用胶体溶液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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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阿托品眼用制剂 是医院用于验光散瞳 检查眼底 治疗角膜溃疡 屈光不正 角膜炎及虹膜睫状体炎等的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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