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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拉唑治疗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疡及胃酸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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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奥美拉唑 洛赛克 和雷尼替丁对重型颅脑损伤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胃酸分泌的影响 ∀方法  例患者

随机分组 洛赛克组 !雷尼替丁组 所有病例均于应用抑酸药前 !用药后 监测胃液 及消化道出血情况 ∀结果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上消化道出血时胃液 值低 洛赛克组较雷尼替丁组能显著升高胃内 Π ∀结论  重型颅脑

损伤并发上消化道出血胃酸呈高分泌状态 ∀洛赛克对应激性溃疡的胃酸抑制和止血效果均优于雷尼替丁 ∀

关键词 奥美拉唑 洛赛克 上消化道出血 重型颅脑损伤 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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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赛克 是一种 2 × °酶抑制剂 静脉推注

或滴注治疗应激性溃疡并消化道出血时 可迅速提高胃内

从而促进胃肠道黏膜溃疡或糜烂愈合达到止血目的 ∀我

院 年来应用洛赛克治疗 例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

疡上消化道出血患者 应用雷尼替丁 例作为对照组 将近

期疗效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1  病例选择

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疡出血 例 所有病例符

合下列诊断标准 ∞有颅脑外伤病史 ƒ 伤后深昏迷 昏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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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或意识障碍逐渐加重或出现再昏迷 既往无消化

性溃疡病史 在脑外伤后 ∗ 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 ∀

由于本组均为重型颅脑损伤 病情危重 又是在密切监测中

发病 故一发现有应激性溃疡并上消化道出血之症状 !体征

即给于治疗 未能行胃镜检查及统计出血量 ∀

例中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 岁 弥漫性脑肿胀 例 弥漫性轴索损伤 例 脑

内血肿并脑挫裂伤 例 硬膜下血肿并脑挫裂伤 例 硬

膜外血肿 例 ∀

依照患者入院顺序依次按比例 洛赛克组Β雷尼替丁组

约 Β 交替随机分为两组 ∀洛赛克治疗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年龄 ? 岁 ∀雷尼替丁

治疗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年龄 ∗ 岁 平均 ?

岁 ∀两组间年龄 !病程比较 输入计算机经 ≥°≥≥统计软件

包统计 差异无显著性 Π ∀

1 2  用药方法

两组均在治疗脑外伤同时分别进行抑酸剂治疗 ∀洛赛

克组 洛赛克 静脉注射每 一次 连续 后 改每

天 静脉注射每天一次连续 共 为一疗程 ∀雷尼

替丁组 雷尼替丁 静注每 一次 疗程 如 后

出血不止 改用洛赛克或奥曲肽 善得定 ∀所有患者在治疗

期间常规应用 ∞ ≤ !∂ 等止血药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鼻

饲冰牛奶 ∀在用药前 !用药后 分别测定胃液

及隐血试验 ∀

1 3  胃酸测定

选用 ≤ 型精密酸度计 上海雷磁仪表厂生产 配

复合电极 实验前 缓冲液 和 进行校正 ∀

1 4  疗效判定

出血停止标准 ∀ ∞胃管引流无血或咖啡样液体 胃液隐

血试验阴性 ∀ ƒ 黑便消失或粪便转黄 血压及脉搏平稳 ∀

大便隐血试验阴性 ∀以上三项中一项成立者则为出血停止 ∀

内出血停止为显效 ∗ 内出血停止为有效 超过

仍出血者为无效≈ ∀

2  结果

洛赛克静注组用药后 内出血停止者 例 显效率

有效 例 有效率 平均止血时间

? ∀雷尼替丁组用药 内出血停止者 例 显效率

有效 例 有效率 平均止血所需时间

? ∀无效 例 占 ∀无效者经改用洛赛

克或善得定治疗后出血停止 例 例并发消化道大出血

行胃大部切除后治愈 另 例出血仍不止 死于失血性休克 ∀

见表 ∀

  用药前 !后胃液 变化见表 ∀

表 1  例重型颅脑损伤并发应激性溃疡出血止血时间观

察

Ταβ 1  × √

∏ √ ∏

分组
止血时间

∗ 总有效率

静注洛赛克组

静注雷尼替丁组

与 比较 Π 成组 τ检验

表 2  例重型颅脑外伤并发应激性溃疡用药前后 结

果        

Ταβ 2  × ∏ √ 2

∏

用药后 静注洛赛克组 静注雷尼替丁组

用药前 ? ?

? ?

? ?

? ?

? ?

用药前后胃液 值比较 Π 与 比较 Π 成组 τ检

验

3  讨论

应激性溃疡是由于严重创伤 !烧伤 !手术及其他重大疾

病引起的急性胃黏膜糜烂 !溃疡 ∀在颅脑损伤中发病率 ∗
≈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可高达 ≈ ∀一般认为其发

生机制有 ≠ 颅脑损伤后强烈应激反应 导致血中儿茶酚胺

升高 从而使胃黏膜血管强烈持续收缩 出现胃黏膜损害≈ ∀

颅脑损伤后 颅内压升高或迷走神经直接受刺激使植物神

经功能失调 ∀引起胃酸 !胃蛋白酶分泌增加 过多的胃酸 !胃

蛋白酶损害胃黏膜的屏障结构 ∀ ≈ 重型颅脑损伤后为防治

颅内高压而大量应用强力脱水剂 致有效循环血量下降 胃

黏膜缺血坏死 ∀ …治疗中应用糖皮质激素 本组中有 例

使用地塞米松 例使用甲基强的松龙 ∀ 脑外伤时可激活

外源性凝血系统 而导致血液凝固异常致 ⁄ ≤ ∀

洛赛克是一种 2 × °酶抑制剂 是阻此胃酸分泌

的最终步骤 抑制作用强而持久 可达到完全无酸状态≈ ∗

自 年应用于临床以来 被认为是治疗应激性溃疡的理

想药物 ∀由于胃酸增加与胃黏膜糜烂的严重程度及上消化

道出血发生率直接相关≈ 并有助于血小板的止血作用 洛

赛克还具有增加胃黏膜血流量的作用 改善微循环 维持上

皮细胞的代谢 ∀许多研究认为 当胃内 时 能有效地

抑制胃蛋白酶的活性 有助于溃疡的修复 ∀本组发现 在发

生应激性溃疡时 胃液 均较低 洛赛克组 ? 雷

尼替丁组 ? 在应用洛赛克后 胃液 迅速

升至 ? 平均止血时间仅为 ? 止血

总有效率达 ∀提示该药的止血作用与抑制胃酸分泌有

关 ∀而雷尼替丁组 用药后胃内 虽有升高 但很难达

故止血效果差 本组中有效率仅为 ∀两组比较

Π 说明 受体拮抗剂雷尼替丁 在应激性溃疡并出

血的治疗中 止血效果差于洛赛克 ∀

由于迷走神经兴奋的周期性 夜间胃酸分泌较白天高

本组病例中大多数 应激性溃疡伴出血发生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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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尤以凌晨为多 ∀故在给予洛赛克治疗时 我们强调每天

晚上 ° 时应用一次 这样可阻断夜间胃酸分泌 可利于

止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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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 匹罗卡品脂质体与 匹罗卡品凝胶对兔眼的缩瞳作用 ∀方法  家兔 只 随机分为 组 每组 只

按 匹罗卡品脂质体滴眼液 匹罗卡品凝胶 匹罗卡品滴眼液 空白对照分为四组 给药后观察兔眼的刺激反映情况

并间隔一定时间测量其瞳孔大小 ∀结果  组兔眼滴药前瞳孔直径左右眼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 Π ∀ 匹罗卡品滴眼

液组滴药后 缩瞳作用最大 Π 滴药后 瞳孔开始散大 滴药后 左右眼差异无显著性 Π 匹罗

卡品脂质体滴眼液组 滴药后 缩瞳作用最大 Π 滴药后 瞳孔开始散大 滴药后 左右眼差异无显著性 Π

匹罗卡品凝胶组 滴药后 缩瞳作用最大 Π 滴药后 瞳孔开始散大 滴药后 左右眼差异无显著性

Π 空白对照组在观察的 内左右眼差异无显著性 Π ∀结论  匹罗卡品脂质体滴眼液具有缓慢释药 延

长作用时间的优点 ∀其作用时间长于 匹罗卡品凝胶 ∀

关键词 匹罗卡品 脂质体 缩瞳药 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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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 ∆Σ : ∏

  匹罗卡品滴眼液是临床上常用的抗青光眼药物 但普通

的匹罗卡品制剂滴眼在眼部停留时间短 频繁滴眼不仅麻

烦 并且药物的全身吸收可引起各种不良反应 ∀脂质体制剂

能使药物在一段时间内缓慢释放 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 ∀

本研究旨在探讨 匹罗卡品脂质体制剂在兔眼中的缩瞳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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