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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分成轻
、

中
、

重三级
,

以利子指导治疗和估计预

后
。

1
.

轻度意识障碍 可包括意识模糊
、

嗜睡状态

和朦胧状态
。

这 组意识障碍往往起病较急
、

持续时间

较短
、

思维内容变化不太大
、

情感色彩较突出
,

如果

给予及时处理
,

可望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

2
.

中度意识障碍 可包括混浊状态或精神错乱

状态
、

澹妄状态
。

这组意识障碍程度较深
、

持续时间较

长
、

思维内容有明显变化
,

但症状的波动性较明显
,

不同病人表现固然不相同
,

同一病人在不同时间内表

现也可 以明显不同
。

病情的转归可移行为轻度意识障

碍
,

也可加重陷入昏迷状态
。

要采用合适的处理措施

使意识障碍不再进一步恶化是重要的步骤
。

3
.

重度意识障碍 包括昏睡状态或 浅 昏 迷 状

态
、

昏迷状态
、

深昏迷状态和木僵状态
。

这是严重的

意识障碍
,

往往 由于 中毒过重或迁延时间过长未得到

合适的处理所致
。

积极抢救以争取良好的预后是当务

之急
。

职业性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病理及发病机制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何凤生

在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中
,

中毒性周围神经病为

常见的病种 ; 在周围神经病中
,

药物及工业毒物引起

的中毒是常见的病因
。

近 2 0年来
,

由于神经生物学技

术的发展
,

周围神经活检的推广
,

以及动物中毒模型

的建立
,

对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病理及发病机制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

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周
一

围神经系统包括神经根
、

神经干 (脊神经及除

视神经以外的颅神经 )
、

感觉神经节
、

植物神经节及

神经末梢
。

除三叉神经第 1
、

艺支和听神经为感觉神经

外
,

其余周围神经皆为混合神经
,

包含运动
、

感觉及

植物神经纤维三个部分 (图 1)
。

其运动神经元位于

脑干或脊髓前角
。

延髓 脊髓 神经根 周围神经
效 应 器
或感受器

前角细胞
有髓纤维 有髓 纤维

) 横纹肌

薄束核 、
有髓纤维 背 根~

神经节
-

有髓 纤维
帕尼小体

功能

躯体运动

触压觉

后角细胞 、 西 l壑 f丝 _ 无 髓 纤 维
皮 肤 游离 末 梢 痛 觉哈

根节

经

神背

胸髓 侧 角细 胞一里氢丝 丝 垄鱼* 植 物
神经节

无髓纤维
今血 管 交感运动

图 1 周 围 神 经 系 统 示 意 图

周 围 神 经 组 织 由 神 经 元 及 神 经 纤 维 所 组 成
。

与 中

枢 神 经 组 织 学 的 区 别

,

在 于 支 持 细 胞 的 不 同

,

后 者 的

支 持 细 胞 为 少 突 胶 质 细 胞

,

而 周 围 神 经 的 支 持 细 胞 为

雪 旺 氏 细 胞 (s cb w a n n ce ll)
。

中 枢 神 经 一 般 不 能 再

生

,

而 周 围 神 经 具 有 再 生 能 力

。

正 常 的 周 围 神 经 的 感 觉 及 运 动 神 经 元

,

其 细 胞 核

位 于 细 胞 中 央

。

胞 浆 中 的 尼 氏 小 体 系 由 粗 面 内 质 网 上

附 着 游 离 核 糖 体 所 形 成

。

胞 浆 内 还 有 神 经 微 丝 与 神 经

微 管 等 结 构

,

随 神 经 元 最 长 的 突 起
(轴突 ) 延伸至远

端
,

形 成 轴 浆 中 的

“

胞 浆 通 道

” ,

与 轴 浆 运 输 关 系 密

切

。

神 经 纤 维 可 分 有 髓 纤 维 及 无 髓 纤 维 两 种

。

由 雪 旺

氏 细 胞 紧 密 包 绕 单 根 轴 索 形 成 向 心 圆 般 的 分 层 结 构

(髓鞘 )
,

即 为 有 髓 纤 维

。

每 个 雪 旺 细 胞 形 成 一 个 节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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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髓 鞘
,

两 个 节 段 髓 鞘 的 间 断 处 为 郎 氏 结

。

髓 鞘 具 有

绝 缘 性 强 和 导 电 性 低 的 特 点

,

使 神 经 冲 动 由 一 个 郎 氏

结 跳 跃 传 导 至 下 一 个 郎 氏 结

,

与 神 经 的 传 导 速 度 有

关

。

无 髓 纤 维 的 轴 索 外 面 则 没 有 髓 鞘

,

直 接 被 雪 旺 细

胞 所 包 绕

;
一 个 雪 旺 细 胞 可 包 绕 数 根 无 髓 纤 维

。

在 每

根 神 经 纤 维 的 外 面

,

由 称 为 神 经 内 膜 的 结 缔 组 织 包

绕

。

包 绕 着
一
束 神 经 纤 维 的 结 缔 组 织 称 为 神 经 束 膜

,

有 血
一

神 经 屏 障 的 作 用

。

毒 物 穿 透 血

一

神 经 屏 障

,
即 可

损 害 上 述 周 围 神 经 组 织 的 各 个 结 构

。

一

、

中 毒 性 周 围 神 经 病 的 病 理 改 变

1
.

周 围 神 经 的 变 性

,

有 下 列 三 种 类 型

。

( 1) 华勒氏变性 (W a ll e r ian d e
矛 班

e r
就 i o n )

是各 种病 变 包 括 中 毒造 成 神 经 纤维 中斯
,

轴 素
失 去 连

续 性 后
,

远 侧 段 纤 维 发 生 变 性 的 形 式

。

神 经 轴 索 中 断

的 远 侧 端 于 36 ~ 9 6小 时后 肿胀
、

断 裂

,

髓 鞘 亦 断 裂
成

卵 圆 体

。

第
3 天 后

,

巨 噬 细 胞 开 始 吞 噬 破 碎 的 髓 鞘

。

近 侧 段 纤 维 从 中 断 部 分 开 始 变 性 破 坏 发 展 到 第 一 个 郎

氏 结

。

神 经 细 胞 则 呈 轴 索 反 应

,

表 现 为 核 偏 居 一 侧

,

细 胞 中 央 近 核 的 尼 氏 小 体 消 失

。

运 动 神 经 纤 维 中 断

后

,

肌 肉 出 现 神 经 源 性 肌 萎 缩

。

( 2 ) 轴索 变性 ( A x on al d c g e l l e r
欲 ion ) 早 期

轴 索 内大 量神 经 微 丝聚 集
,

或 出 现 增 多 变 性 的 线 粒

体

,

或 表 现 为 轴 浆 内 结 构 溶 解

,

而 髓 鞘 相 对 完 整

。

晚

期 可 进 入 华 勒 氏 变 性

。

( 3) 节段性脱髓鞘 (S
e g顶 e n生

a l d e
赓

n

ear
-

位 on ) 因 雪 旺细 胞 受 损
,

同 一 节 段 的 髓 鞘 发 生 变 性

,

常 先 见 郎 氏 结 旁 髓 鞘 拌 收 缩

,

而 后 整 个 节 段 髓 鞘 脱

失

,

轴 索 亦 可 发 生 继 发 性 的 变 化

。

2
.

周 围 神 经 的 再 生

:

神 经 纤 维 遭 受 破 环 时

,

一

般 于 24 小时后即由近侧段轴索末端或其侧面发生轴索

芽
,

此 时 雪 旺 氏 细 胞 增 生 并 排 列 成 柱 状

。

如 雪 旺 氏

细 胞 的 基 底 膜 保 持 完 整

,

则 新 生 的 轴 索 牙 即 沿 其 神

经 膜 管 纵 行 方 向 伸 向 远 端

,

长 入 终 末 器

,

而 后 逐 渐

被 雪 旺 细 胞 包 绕 形 成 髓 鞘

,

新 生 的 有 髓 纤 维 的 髓 鞘

往 往 较 薄
,

结 间 节 段 较 短

,

{传导速度亦不及正常者

快
。

二

、

根 据 细 胞 靶 部 位 的 周
围 神 经 毒 物 分 类

近 年 来

,

由 于 神 经 病 理 技 术 的 进 展

,

利 用 神 经 毒

物 建 立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的 模 型

,
可 了 解 到 多 种 中 毒 神 经

病 的 早 期 病 变 或 原 发 靶 部 位

。

根 据 病 变 靶 部 位

,

对 周

围 神 经 毒 物 可 进 行 以 下 分 类 (表 1 )
。

从 表
1 可 知

,

中 枢

一
周 围 远 端 型 轴 索 病 是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中 最 主 要 的 类 型
,

其 中 早 期 病 变 又 多 以 轴 索 内

大 量 神 经 微 丝 聚 集 为 特 点

。

表
1 按 照 细 胞靶 部 位 对 周 围神 经 毒 物 的 分 类

细胞靶部位 神经毒物

神经元病

细胞浆

细胞核

甲基汞

阿霉素

轴索病

近端轴索

远端轴索

1
、

中 枢 性

2
.

中 枢

一

周 围 性

( 1 ) 微 丝聚 集性

户
,

月 亚 氨 二 丙 睛 (动 物 )

氯碘唆啦

( 2 )管囊 聚 集性

二硫 化碳
、

丙 烯 酞 胺

、

正 己 烧

、

甲 基 正 丁 基 酮

、

氯 丙 烯

、

氧 化 乙 烯

(环 氧 乙烷 )

有 机磷 (如 磷酸 三 邻 甲 苯酷 )

异烟 麟

髓 鞘病 雪 旺 氏细 胞 六 氯酚
、

铅 ( ? )
、
乙 胺 碘 肤 酮

三

、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的 发 病 机 理

1
.

中 枢

一

周 围 性 远 端 型 轴 索 病 ( C e n 七r a l一p er i -

p h e r a l id s at l a x o n 0 P alt
l y ) 其 轴 索 变 性病 理 损 害 呈

多 灶 性 分 布
,

但 以 前 角 细 胞 轴 索 的 远 端 和 背 根 神 经 节

轴 索 中 枢 支 的 远 端 病 变 最 重

,

如 图 2 所 示
。

矛 令

i ; 中枢远 端

背根神经节

图 2 中枢
一
周 围 性 远端 型 轴索 病 的病 变 分 布 示意 图

中 枢
一
周 围 性 远 端 型 轴 索 病 发 病 机 制 有 两 个 学

说
:

( 1) 以C va a n a
沙 为 代 表 的 学 说

,

认 为 病 变 原

发 在 神 经 元

。

因 为 神 经 元 对 毒 物 最 敏 感

,

发 生 代 谢 障

碍 后

,

不 能 供 应 轴 索 远 端 的 营 养

,

致 神 经 变 性 先 发 生

于 最 长 纤 维 最 远 端 的 轴 索

,

而 后 逐 渐 向 胞 体 方 向 发

展

,

称 为

“

逆 向 死 亡

”
(
勿 垃 g b a( {k ) 现象

。

( 2 ) 另一学说以 S p e n c e r 为 代 表
,

认 为 这 类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的 原 发 病 变 在 轴 索

。

因 为 轴 索 的 病 变 远

比 神 经 细 胞 的 病
变 严 重

,
在 中 毒 后 发 生 轴 索 变 性 的 同

时
,

还 可 见 到 轴 索 的 再 生

,

也 说 明 神 经 细 胞 没 有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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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损
。

加 之 因 轴 索 的 病 变 最 早 出 规 而 伴 存 的 髓 鞘 尚 可

保 持 相 对 完
整

,

故 认 为 轴 索 为 其 靶 部 位

,

并 称 之 为 轴

索 病 a( X o n o P就 h y )
。

S p e n c e r
等 观 察 到

,

这 些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的 病 变 并 非 最 先 出 现 在 最 长 纤 维 的 远 端

,
而

是 以 较 粗 的 纤 维 较 早 出 现 变 性
;
病 变 并 非 逆 向 发 展

,

而 是 呈 多 灶 性 分 布

。

因 而 认 为

,

中 枢

一

周 围 性 远 端 型

轴 索 病 很 可 能 是 轴 索 的 某 些 与 能 量 生 成 有 关 的 酶 或 维

持 轴 浆 运 输 的 酶

,

如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

甘 油 醛 磷 酸 脱 氢

酶 等

,

受 毒 物 抑 制
,

造 成 轴 浆 运 输 障 碍
,

远 端 轴 索 因

此 病 变 较 重
,

见 图 3
。

葡 萄 糖

几卜

6一磷 酸 葡 糖

1卜
6 一磷 酸 果 塘

P E K 布卜
1 , 6二 磷 酸 只 搪

呀乡

三 磷 酸 甘 油 灌 价 磷 酸 二 经 丙 酮

J F且
`

}卜( 砷

1 ,
三
磷 酸

’

甘 油 醋

j L
3
一
磷 酸

一
甘 油 醋

门七

2
一
磷 酸 甘 油 脂

门
沙

磷 酸 烯 醇 丙 酮 酸

{{

丙 酮 酸

峨卜G D P H 、
甲 基 正 丁 基 甲 酮

2 , 5 己 二 酮

a 一

茸 油 磷 酸 醋

、

卜
ù
片

甲基正丁基甲酮
2

,
5己 二 酮

二 硫 化 碳

丙 烯 酞 胺

甲 基 正 丁 基 甲酮

2
,
5己 二 酮

二 硫 化 碳

丙 烯 酞 胺

硫 胺 缺 乏 症

砷

硝 基 吠 喃

泛 酸 缺 乏 症

核 黄 素 缺 乏

铭

今

电 子 传 递 链

—
一一)
ǔ一一一ù
丫
ō娜l
·

图 3 神 经 毒 物 及 维 生 素 缺 乏 引 起 的 远 端 轴 索 病 能 量 生 成 途 径 中 的 靶 部位

尹 E K—
`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G A D P H— 甘油醛磷酸脱氢酶 G
D P H

一

a
甘 油 磷 酸 脱 氢 酶 T P P

—硫胺焦磷酸醋
(为一 辅 酶 ,
。

2
.

有 机 磷 中 毒 迟 发 性 神 经 病

有 机 磷 化 合 物 中 有 若 干 品 种 如 磷 酸 邻 三 甲 苯 醋

(T O C )P
、

丙 胺 氟 磷
(m i p赶 o x )

、

澳 苯 磷 (1 eP ot
-

p h os )
、

敌 百 虫 (tr ihc lo r p h o n )及敌敌畏 (D D V P )等
,

在 引 起 急 性 中 毒 后

,

经 6 ~ 20 天的潜伏期
,

可 产 生 与

胆 碱 酷 酶 抑 制 无 关 的 迟 发 的 神 经 毒 性

,

引 起 感 觉 运 动

型 多 发 性 神 经 病

。

其 发 病 机 制 经
J ho sn on 等研究,

认 为 是 神 经 组 织 中 的 神 经 毒 性 酚 酶
(N e u r ot o ix c

留 士e r as e N T )E 〔现 称 为 神 经 病 靶 醋 酶 ( N e u r
叩 at hy

t韶 g眺 e st er 姗
N T E ) 〕被 有 机 磷 的 磷 酞 化 作 用 抑 制

后 又 发 生
“
老 化

”

所 致

。

A b ol l一D on ia 认为
,

具 有 迟

发 神 经 毒 性 的 有 机 磷 化 合 物 班 其 分 子 上 的 R取 代 基 具

有 疏 水 性
,

能 吸 附 在 这 种 醋 酶 的 蛋 白 活 性 中 心 旁 的 疏

水 区 上

,

累 积 计 量 达 到 阂 水 平 时

,

即 可 显 示 神 经 毒 性

,

这 段 经 历 的 时 间 即 构 成 其 迟 发 神 经 毒 性 的 潜 伏 期

。

四

、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的 病
理 与 临 床 的 关 系

1
.

病 理 类 型

。

轴 索 变 性 与 节 段 性 脱 髓 鞘

,

是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中 最 主 要 的 病 理 类 型

。

这 两 种 类 型 由 于 病

理 上 的 不 同

,

也 导 致 临 床 表 现 与 电 生 理 改 变 的 差 异

,

两 种 类 型 的 区 别 见 表 2
。

.2 病变部位
:

由 于 周 围 神 经 大 多 兼 有 感 觉

、

运

动 和 植 物 神 经 的 混 合 神 经

,

常 同 时 受 累
,

故 以 感 觉 运

动 型 多 发 性 神 经 病 为 最 常 见 的 临 床 类 型

。

但 因 有 些 神

经 毒 物 对 周 围 神 经 的 损 害 具 有 不 同 的 选 择 性

,

所 以 在

临 床 表 现 上 也 存 在 差 异

。

例 如

,

丙 烯 酞 胺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以 肢 体 远 端 的 帕 氏 小 体 和 肌 梭 内 螺 旋 神 经 末 稍 受 累

最 早

,

因 此 音 叉 振 动 觉 及 跟 腔 反 射 的 早 期 消 失 为 其 临

床 特 征

。

又 如 氯 丙 烯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时

,

肢 体 远 端 痛 触

觉 障 碍 明 显

,

而 位 置 觉 往 往 保 存 完 好
,
二 甲 基 氨 基 丙

睛 中 毒 时

,

选 择 性 损 害 支 配 膀 胧 的 神 经

,

致 尿 储 留 为

其 突 出 的 临 床 症 状

。

铭 中 毒 时 不 仅 损 害
四 肢 的 运 动 功

能

,

而 且 也 可 累 及 颅 神 经 的 运 动 纤 维

,

产 生 睑 下 垂

、

复 视 和 面 肌 麻 痹 等 体 征

。

3
.

神 经 变 性 发 展 的 速 度

:

大 多 数 职 业 性 中 毒 性

神 经 病 是 在 接 触 毒 物 一 定 时 间 后 方 才 发 生

,

其 周 围 神

经 的 变 性 呈 渐 进 性

,

因 此 起 病 隐 袭

,

多 表 现 为 肢 体 远

端 感 觉 及 运 动 功 能 逐 渐 减 退

,

或 伴 植 物 神 经 功 能 障

碍

。

但 急 性 铭 中 毒 或 急 性 砷 中 毒 及 有 机 磷 中 毒
后 的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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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胃 围神 经 病 的 轴索 变 性 型 与节 段 性 脱城 鞘 型 热 比较

轴索变性型

1
.

定 义

:

轴 索 原 发 性 损 害

。

2
.

病 理

:

早 期 轴 索 内 神 经 微 丝 聚 集 或 呈 管 囊 状 物 聚 集

,

或 见 线 粒 体 增 多 变 性

,

或 见 神 经 微 丝 及 微 管 溶

解

,

而 髓 鞘 相 对 完 整

。

后 期 轴 索 及 髓 鞘 均 瓦 解 断 裂 成 卵 圆 体

,

并 被 巨

噬 细 胞 吞 噬 (华 勒 氏变 性 )
。

吕

.

临 床

:

感 觉 及 运 动 功 能 障 碍 出 现 较 慢

。

盔

.

恢 复

:

轴 索 可 以 再 生

,

恢 复 慢

。

5
.

电 生 理

:

肌 电 图 可 见 正 锐 波 或 纤 颤 波

,

小 力 收 缩 时 运

动 单 位 时 限 延 长

,

多 相 电 位 增 多

,

大 力

,

收 缩 时 呈

混 合 相 或 单 纯 相

,

但 神 经 传 导 速 度 变 化 不 显 著

6
.

肌 萎 缩

:

可 以 出 现

节

L

段
性

脱
髓 鞘 型

1
.

雪 旺 氏 细 胞 选 择
性 损

害

。

2
.

早 期 郎 氏 结
旁 髓

鞘 回 缩

、

脱 失

,

而 轴 索 柑 对 完 整

。

后 期 整 个 节 段 髓 鞘 脱 失

,

病 变 以 郎 氏 结 为 界

,

轴 索 内 神 经 微

管 及 神 经 微 丝 锐 减

。

3
.

运 动 功 能 迅
速

出 现

。

4
.

髓 鞘 可 重 新 形 成

,

恢 复 快

。

5
.

肌 电 图 可 正 常

。

神 经 传 导 速 度 显 著 减 慢

。

6
.

肌 萎 缩 不 明 显

。

发 性 神 经 病

,

神 经 变 性 急 剧 发 展

,

患 者 多 感 肢 端 疼 痛

显 著

,

痛 觉 过 敏

,

肌 电 图 常 见 较 多 的 自 发 性 失 神 经 电

位

,

排 肠 肌 常 有 压 痛

。

临 床 神

一

经 精 神

_

药 物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李 舜 伟

一

、

抗 癫 痛 药 物

癫 痛 是 一 种 急 性

、

突 发 性

、

一 过 性 和 复 发 性 的 脑

功 能 紊 乱

,

常 伴 有 脑 电 活 动 的 异 常

。

在 一 般 人
口
中

,

终 身 患 病 率 为
4

.

4编 ( 19 8 3
年 全 国 六 城 市 调 查 资 料 )

,

发 病 率 为
0

.

35 肠 (年 )
,

与 欧 美 国 家 依 次 为
2 ~ 7 编

与 。
.

1 7一 1
.

0
编 相 似

,

癫 痛 的 原 因 很 复 杂

,

但 病 因 未

明 的 约 占 89 %
。

根 据
1 9 8 1年 国 际 会 议

,

癫 痛 分 为

:

①全 身 性 冼

作
,

包 括 大 发 作

、

小 发 作

、

肌 阵 挛 发 作 和 癫 痛 连 续 状

态
多 ②部 分 性发 作

,

包 括 简 单 部 分 性 发 作
(无 意 识 障

碍 ) ,

复 杂 部 分 性 发 作
(有意识障碍 ) 和部分性发作转

为继发性全身发作
多
③一 侧性 发 作 ; ④不 能分 类 的发

作
。

我 科
198 0年 统 计

,

大 发 作 占 “
.

5写
,

肌 阵 挛

1 7
.

5%
,

婴 儿 痉 挛 14
.

2%
,

精 神 运 动 性 发 作 18
.

6%
,

小 发 作 .4 3%
。

19 83年 全 国 六 城 市 调 查
,

全 身 惊 厥 发

作 占
8 1%

,

小 发 作
4

.

8%
,

精 神 运 动 性 发 作
2

.

8%
。

抗 癫 痛 药 的 药 效 动 力 学 (p h即m ac o dy 班即in 留 )基

本上 有两种类型
,

一 种 是 使 细 胞 膜 稳 定

,

如 苯 妥 菜 纳

类
;
另 一 种 是 加 强 C A B A 的 中枢 抑 制 作 用

,

如 安 定

和 巴 比 妥 类

。

至 于
药 物 的 药 代 动 力

学 ( p h ar m aC o k j早眺承cs ) 则

各种 药 物 不 尽 相 同
。

一 般 地 说

,

药 物 的 吸 收 取 决 于 该

药 的 脂 溶 性 和 p H 值
。

吸 收 后

,

绝 大 多 数 与 血 浆 蛋 白

柑 结 合

,

游 离 的 部 分 可 作 测 定

,
且 为 药 物 活 性 的 指

标

。

大 多 数 药 物 在 肝
的 线 粒 体 进 行 分 解 代 谢

,

有 些 药

物 的 代 谢 产 物 具 有 活 性

,

使 半 减 期 大 为 延 长

。

一 般 均

由 肾 排 泄

,

或 为 原 形

,

或 为 代 谢 产 物

。

目 前 血 药 浓 度

测 定 和 对 药 物 血 浆 半 减 期 的 了 解 是 指 导 癫 痛 治 疗 的 重

要 步 骤

。

应 用 抗 癫 痛 药 的 原 则

。

①首选 药 物 必 须 与癫 痛类

型相 适 应
;

②药物 必须 速 效 , 毒 副 作 甩 小
,

③价 格 低

廉 , ④抬 疗 越
、

早
开
始 越 好

, ⑤单 一 治疗 优 于 合 并 治

疗
,

但 控 制 不 满 意 者 例 外

, ⑥甩药 过 程 中最 好 有血 浆

药 物浓 度监 皿 , ⑦减量 感 停 药要 慎 重
,

原 则 上 在 最 后

一 次 大 发 作 后
2
年 内 无 发 作 者 才 能 考 虑

; ⑧遇有 可 能 引

起 发 作 的 因 素
,

如 月 经 期

、

情 绪 激 动 后

、

失 眠 等 可 临

时 酌 情 增 加 剂 量

。

常 用 抗 癫 痛 药 物 有
9 种
。

1
.

苯
巴 比 妥 主 治 全 身 性 和 部 分 性 发 作

。
口
服

后
工 ~ 6 小 时血 浆 浓 度 达峰 值

,

半 减 期
5。~ 17 0 小时

.

血 浆 蛋 白 结 合 率 50 %
,

血 浆 浓 度 在 10 一 3。产 g /m王时

有效
,

> 4
卵 g/ 坦1 可 能 中 毒

。

剂 量

:

成 人
2兀唱 / k g /

天 ,

儿 童
4m留琴g /天
。

最 严 重 的 副 作 用 为 固 定 性 皮

炎 和 剥 脱 性 皮 炎

。

2
.

苯 妥 英 纳 主 治 全 身 性 和 部 分 性 发 作

。
口
服

后
2 一 12 小时达血浆峰值

,

半 减 期 12 ~ 120 小时
。

血 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