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提高对本病的早期诊断
,

尚待继续研究
。

我们体会
,

深入细致的病史调查
,

尤其是病

畜咬伤历史
,

是早期诊断的前提
,

临床上密

切的病情观察常为本病诊断提 供 重 要 的资

料,
、

其次对来自农村的病人
,

如出现不能为

其它疾病解释的兴奋躁动 表 现
,

应 提 高警

惕
。

有文献提出早已痊愈的伤疤出现异样感

觉对本病早期诊断的意义
,

根据我们临床上

多年来对狂犬病人的追询及观察
,

未能发现

其有何价值
。

�
。

对被疯狗或病畜 �兽 咬伤史的看法
!

本例确诊为狂犬病
,

可是 对 其 被 病畜 �兽  

咬伤历史无法证实
。

正因为这个关系
,

影响

到对 生 前 狂 犬病的诊断
。

应该承认
,

狂犬

病的病人有被咬史几乎占 ∀ # 一∀∃ %以上
,

但仍有极少数患者是通过下列方式感染的
,

例如
!
宰狗猫

,

饲养病畜
,

病畜 �兽  溉拭

夕

皮肤或肛门
,

甚或可通过蝙蝠由空气传染
。

本例感染狂犬病毒的方式如何 & 病史中难以

核实
。

但这里起码
一

说明流行病学资料对狂犬

病的诊断并不是绝对的
,

临床诊断上应提倡

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方法
。

∋
(

饮酒与狂犬病发病 的 关 系
!
木 例于

会餐饮酒后发病
。

(

对此
,

我们复习以往见到

的狂犬病例
,

亦曾见到两例 于酒后发病
。

例

如病人余 ) ) ,

男
,

∃∗ 岁
,

干部
,

劳动后 回

家
,

晚餐喝当归构祀酒一两
,

午夜即发病
,

狂犬病的临床表现很典型
,

死后尸检亦证实

为狂犬病
。

以往文献
,

关于狂犬病的诱发因

素
,

很少提及饮酒问题
,

是否 饮 酒 可 以诱

发
,

有待今后临床进一步观察
。

�本文图 + 二 , 见封底  

参考文献 �略  

�谢周生 姚铁钧整理  

蔗姆姗羚拼祥琪样斗洲城 燕洲麟认

札之纵怎氛黔黔黔
一

井

金荞麦
(

治疗肺脓疡

一
、

药物配制及用法
!

取干金荞麦根茎

�去须  −∃# 克
(

切薄片
,

加水或黄酒 + − ∃ #毫

升
,

置于瓦罐内
,

以竹磐封 口
,

隔水文火蒸

煮 � 小时
,

再加适量防腐剂即成
。

有水剂与

酒剂两种
。

用时成人每服 ∋# 毫升
,

每 日 �

次
,

小儿酌减
。

在病情迁延
,

持续高热
,

脓

痰排不出或排不尽时
,

服用酒剂为佳
。

二
、

临床资料
!

本组病例
,

绝大多数为

农民
,

男性多于女性
,

青壮年占多数
。

全部

患者有咳嗽
,

多数有高热
、

寒战
、

胸痛
、

气

短
、

不能平卧
、

咯吐脓痰
,

部分有咯血
。

三
、

疗效观察
·

!

共治疗 ∃# ,例
,

痊愈 �症

状消失
,

. 线检查示病灶完全吸收  ∋ ,− 例
,

占∀ +
(

� % / 好转 �,症状基本消失
,

. 线检查

示病灶基本吸收  ∋∋ 例
,

占∗
(

0 %
。

多数患者

在服药 + 周左右退热
。

服药后可排出大量脓

痰
,

一般 − 周左右排尽
。

其它症状随脓痰的

排出而逐渐减轻以至消失
。

服药期间未发现

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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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荞麦为寥科荞麦属 植 物
,

别 名 野

荞麦
、

赤地利
、

酸荞麦
、

苦 荞 头 等
,

学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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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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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刊一

中 药 治 疗 扁 平 疵

药物与用法
!

板蓝根 + 两 大青叶 + 两

截仁 �缺药时以芡实代  ∃ 钱 紫草 � 钱
。

亦可根据病情加用红花 − 钱 牡砺 + 两
。

用

时以内服与外洗相结合
,

每剂药煎服 − 次
,

外洗 + 次
,

洗时以纱布沾药液轻擦病处皮肤

至微红 �约需+∃ 一−# 分钟 
。

治疗结果
!

有完整资料的∃∗ 例中
,

基本痊愈 �皮疹

全部消退或留下色素沉着斑 +∗ 例
,

占�0 % /

好转 �皮疹有程度不同 的 消 退  +, 例
,

占

− 0
(

, % / 无效 �用本方+ ∃剂后皮疹无明显改

变  −∋ 例
,

占∋ +
(

∋ %
。

有效率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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