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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西平片致干咳、咽部不适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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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58 岁，因“颅骨缺损 2 月”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入院。患者 2 月前因“蛛网膜下

腔出血”行“动脉瘤夹闭术”，术后恢复良好，无

意识障碍，无四肢无力，现入院行“颅骨缺损修

补术”。临床诊断：颅骨缺损修补。查体，体温： 

36.5 ℃，脉搏：每分钟 78 次，呼吸：每分钟 19

次，血压：140/98 mm Hg，心率：每分钟 80 次。

心律齐，神清、精神可，营养良好，无药物、食

物过敏史。 

入院当天，患者自诉便秘，给予乳果糖口服

溶液(6.67 g，tid，po)对症治疗。入院第 2 天(2 月

24 日)，患者在全身麻醉下行“颅骨修补术”，术

前给予去甲万古霉素(0.4 g，ivgtt)预防感染，术后

给予注射用兰索拉唑(30 mg，qd，ivgtt)预防应激

性溃疡。术后第 2 天(2 月 26 日)，患者出现癫痫发

作，给予卡马西平片(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规格：100 mg，批号：150860)100 mg，bid，po

抗癫痫治疗，服用 2 次后患者出现干咳，咽部异

物感等症状。查体，体温：36.3 ℃，心率：每分

钟 64 次，呼吸：每分钟 16 次，血压：135/70 mmHg，

咽部轻度发红。怀疑为卡马西平片引起的不良反

应，立即停用卡马西平片，并换用丙戊酸钠片

(200 mg，po，tid)抗癫痫治疗，患者不适症状逐渐

减轻，约 2 d 后症状消失。患者其他治疗药物未做

调整，但未再发生类似反应。 

2  讨论 

卡马西平是一种电压依赖性钠通道阻滞药，

能延长动作电位兴奋期，抑制丘脑腹前核至额叶

的神经冲动的传导，临床上用于癫痫、周围神经

痛、精神性疾病等的治疗。 

本例患者否认药物过敏史。根据国家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中心药品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价方

法：①本例患者咳嗽发生在服用卡马西平片 2 次

之后，停药后症状逐渐好转至消失，两者之间具

有时间相关性；②并用药品中注射用兰索拉唑和

乳果糖口服溶液未有此类不良反应报道，且与本

例不良反应发生无时间关联性，停用卡马西平片

当日，其他治疗药物未做调整，未再发生类似反

应；③该反应与患者病情的进展亦无明确关系。

故认为本例患者发生的咳嗽很可能由卡马西平片

引起，属于该药新的一般不良反应类型。 

随着卡马西平临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其

被发现引起的不良反应数量和类型日益增多。卡

马西平不良反应中，以皮肤损害 为多见，并常

伴有严重的系统性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肝

肾毒性和胃肠道疾病。这类不良反应属于药物的

变态反应，易于发现和观察，故报道较多。另外

常见不良反应还有以头晕、嗜睡为主要症状的神

经系统不良反应，较少报道的则有血液、心血管、

消化及呼吸系统不良反应。本案例卡马西平所致

干咳、咽部不适未曾报道，但有文献报道卡马西

平可引起肺损伤，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咳嗽、活

动后气短等。通过体外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及皮肤

纸片法测定发现，卡马西平引起肺损伤的机制与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有关。综合分析，本例不良

反应很可能为卡马西平所致肺损伤的前期表现，

在不良反应发生后查体，患者咽部轻度发红，可

间接验证为免疫反应的表现。 

卡马西平口服吸收慢且不规则，个体差异、

合并用药、患者的病理生理等影响因素较多。为

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既往有药物过敏史及首次

用药患者，应用卡马西平应严格掌握其适应证，

尽可能监测血药浓度，逐渐加量。临床医师、药

师及护理人员也应提高对卡马西平的认识，掌握

其药动学和药效学特点，充分熟悉其不良反应发

生的机制和危害性，在用药过程中，注意观察、

积极预防， 大限度地避免不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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