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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霉素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观察

胡　斌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克拉霉素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方法：１１３例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给予克拉霉素０．５
ｇ，ｂｉｄ，１５ｄ为１个疗程。结果：４１例急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痊愈３７例，有效４例，有效率１００．０％；７２例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中，痊愈４２例，有效２５例，无效５例，有效率９３．１％。不良反应少。结论：克拉霉素可以作为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的
首选抗生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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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５～１２月，我科应用克拉霉素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
患者１１３例，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组１１３例均为细菌性前列腺炎［１］门诊患

者。急性患者４１例，年龄１８～４０岁，病程１０～２０ｄ；慢性患者
７２例，年龄２４～４２岁，病程２个月～６ａ。均有急慢性细菌性前
列腺炎症状和体征。前列腺液常规检查：脓球 ＋＋～＋＋＋／
ＨＰ；前列腺液细菌培养：大肠埃希菌６１例，沙雷菌属１５例，淋
球菌２１例，克雷白菌属１６例，混合感染（大肠埃希菌、淋球菌）
１５例。排除以下病例：①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过敏者；②严重
肝肾功能不全者；③２周内服用其他抗生素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１３例患者均给予克拉霉素（商品名：卡斯迈
欣，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９７卫药准字 Ｘ２７８６号）
每次０．５ｇ，ｂｉｄ，１５ｄ为１个疗程。服药期间不服用其他抗生
素，并且忌辛辣烟酒等刺激性饮食。用药后第７，１４天分别复查
尿常规、前列腺液常规、前列腺液细菌培养；并且观察治疗后排

尿状况，会阴、阴囊等不适改善与否，前列腺腺体回缩等情况。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①痊愈：临床症状消失，前列腺液常规正
常，培养无细菌生长；②有效：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前列腺液常
规检查示卵磷脂小体增加，白细胞、脓细胞减少，培养有少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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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生长；③无效：临床症状、前列腺液常规、细菌培养等均无变

化。

２　结果
４１例急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痊愈３７例，有效４例，有效率

为１００．０％；７２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痊愈４２例，有效２５例，
无效５例，有效率９３．１％。大多数患者用药７ｄ，临床症状明显
改善。无一例发生不良反应。

３　讨论
目前，一些抗生素因前列腺包膜的屏障作用，进入前列腺

组织和腺泡内的药物浓度低下，故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

不理想。克拉霉素是一种新型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２］，其通过

阻碍细胞核蛋白５０ｓ亚基的联结，抑制蛋白质合成，而产生抑菌
作用。克拉霉素不仅抗菌谱广，对胃酸稳定，口服生物利用度

高，并且有较好的组织穿透性，半衰期长，在尿中浓度及前列腺

中浓度高，故有利于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资料表明克拉霉

素是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较理想的药物。另外克拉霉素起效

快，大多数患者用药７ｄ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且具有口服方
便，价格合理，副作用少等优点；因此，笔者认为克拉霉素可以

作为治疗细菌性前列腺炎的首选抗生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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