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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曲肽对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心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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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奥曲肽在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症过程中对心率的影响 ∀方法  对 例住院的肝硬化门脉高压症合并食管

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进行观察 分成奥曲肽组和对照组 ∀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治疗后 周和停药后 内

的血压和心率 通过心电监护仪进行监测 ∀结果  两组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差异无显著性 治疗前后两组之间的血压及治疗

前 !治疗后 时两组之间的心率均无差异 而治疗后 及 周时奥曲肽组的心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停药 后心率恢

复到用药前水平 ∀结论  奥曲肽可明显降低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患者的心率 心率降低可能是本品降低门脉压力的机制之一

但奥曲肽降低心率的机制尚未明确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关键词 奥曲肽 心率 药物 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Ινφλυενχε οφ Οχτρεοτιδε ον τηε Ηεαρτ Ρ ατε οφ ΧιρρηοσισΠατιεντσωιτη ΠορταλΗψπερτενσιον

• ⁄ 2 2 ( . Τηε ΧεντραλΗοσπιταλοφΗυζηου οφ Ζηεϕιανγ , Ηυζηου , Χηινα; . Ηυζηου

Τ. Χ. Μ. οφ Ζηεϕιανγ , Ηυ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ΜΕΤΗΟ∆ Σ 2 √ √ ∏ 2

∏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2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奥曲肽是 年 ∏ 等人工合成的 肽生长抑素 目

前已广泛地用于治疗门脉高压症合并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

裂出血 急 !慢性胰腺炎 消化道应激性溃疡 肿瘤等 取得了

满意的效果 且不良反应小 ≈ ∀已有研究表明奥曲肽可引起

糖代谢紊乱 ≈ 对心率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均主要在异位节

律 ≈ 2 而对窦性心律的作用研究甚少 为了解奥曲肽对窦性

心律的影响 笔者对 例患者进行了观察 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自 年 月至 年 月 确诊为肝硬化门脉高压

症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病例均为初步入选对象 进一步的剔除

标准 ≠ 原有窦性心动过缓 !传导阻滞等心律失常者 合并

应用普萘洛尔 心得安 等影响心率的药物 ∀共有 例患

者符合上述条件 其中男性 例 女性 例 年龄 ∗

岁 平均 ? 岁 ∀

根据是否应用奥曲肽 将所有患者分成奥曲肽组和对照

组 ∀两组之间各项基本资料见表 ∀

表 1  两组患者入院时情况

Ταβ 1  × ∏

例数
性别

男 Β女
年龄

心率

次 #

收缩压

奥曲肽组 Β ? ? ?

对照组 Β ? ? ?

注 两组之间在性别 !年龄 !入院时心率和收缩压 其差异均无显著

性 ∀

× ¬

∏ ∏

1 2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补充血容量 !制酸 !止血等综合治疗 根

据病情变化考虑是否给予奥曲肽 ∀奥曲肽剂量为 ∗

# 商品名善宁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ƒ⁄ ≥ 分次皮下注射或加入液体中静脉滴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



注 ∀出血不止者酌情进行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 ∀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严密监测血压 !心率以及出血量

的变化 ∀通过心电监护仪进行监测心率 !血压 和

周时心率及血压 及停用奥曲肽后进行连续 的心率监测

指此时间前后 心电监护仪显示的平均值 ∀

1 3  统计方法

两组之间窦性心动过缓发生例数用 ς检验 平均心率用

τ检验 ∀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 !心率的变化见表 表 ∀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收缩压的变化

Ταβ 2  × ∏ 2

∏

时  间 奥曲肽组 ν 对照组 ν

入 院 时 ? ?

住院 ? ?

住院 ? ?

住院 周 ? ?

注 两组患者之间治疗前后收缩压差异均无显著性 ∀

× ∏

∏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率的变化 次 #

Ταβ 3  ×

∏ #

时  间 奥曲肽组 ν 对照组 ν

入 院 时 ? ?

住院 ? ?

住院 ? ?

住院 周 ? ?

注 入院时和住院 两组患者的心率差异无显著性 而住院

和 周奥曲肽组患者的心率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

∏

∏ 2

∏

表 !表 中 住院 因转外科手术治疗 !死亡 !自动

出院失去追踪观察者奥曲肽组 例 对照组 例 住院

因上述原因失去追踪观察者奥曲肽组累计 例 对照组累

计 例 住院 周 因上述原因失去追踪观察者奥曲肽组

例 对照组 例 ∀

2 2  停用奥曲肽后心率的变化

对 例患者停用奥曲肽后进行连续 的心率观察

结果见表 ∀

3  讨论

奥曲肽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其止血率达 ∗

张泰昌等 ≈ 报道 内稳定止血率为 ∀本品

在控制出血方面的作用与 ≥ 2 管压迫相似

但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后者 ≈ ∀

表 4  两组患者停用奥曲肽后心率的变化 #

Ταβ 4  × 2

∏ #

时  间 心率 ν

用药后 周 ?

停药后 ?

停药后 ?

停药后 ?

注 停药后 心率与停药前无明显区别 停药后 和 时心

率均明显高于用药时 Π

×

2 ×

2

本组资料的结果显示 应用奥曲肽 经治疗后心率均逐

渐减慢 其中之一的原因与血容量得到纠正有关 ∀同时也显

示 连续使用奥曲肽 后 其心率均低于未使用该药的患

者 说明该药可引起心率减慢 ∀停用本药 后各病种的心

率均逐渐恢复到用药前 也进一步证明该药可影响窦性心

率 ∀先前有作者研究也发现应用本品后导致严重窦性心动

过缓和房室传导阻滞 ≈ 2 ∀有资料表明应用奥曲肽治疗阵发

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取得满意疗效 ≈ 2
≥∏ 等 ≈ 报道 例

肢端肥大症患者 在接受奥曲肽治疗后室性早搏减少了

° 等 ≈ 报道 奥曲肽治疗 个月后 患者平

静时心率减慢 ∀说明奥曲肽对心脏的窦性节律和异位兴奋

灶以及传导组织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

在本组资料中 奥曲肽对心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剂量依

赖性 使用时间越长 总剂量越大 心率越慢 随着应用时间

的进一步延长 !剂量的进一步增加 是否继续加重心率减慢

的程度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奥曲肽引起心率减慢是属于其作用还是不良反应尚不

明 ∀目前对生长抑素降低门脉压力的机制众说纷纭 生长抑

素及其衍生物具有抑制多种消化液和消化道激素分泌 减少

内脏血流以及降低门脉压力的作用 降低食管曲张静脉及奇

静脉的血流和压力 ≈ 但影响肝硬化门脉高压症血流动力

学的机制尚不清楚 研究证实胰高血糖素 !血管活性肠肽 !一

氧化氮等对维持门脉高压动力循环及降低血管对缩血管物

质的敏感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奥曲肽可能抑制了这些

舒血管因子的作用 从而改善内脏及全身高动力循环状态 ∀

从本组资料的结果推测 奥曲肽治疗门脉高压症 很可能发

挥如 Β2受体阻滞剂一样的作用 ) ) ) 通过降低心率是其降低

门脉压力的机制之一 ∀但本品引起心率下降的确切机制尚

未明了 是否通过抑制某些舒血管因子 间接地降低心率 拟

或心脏传导系统可能存在生长抑素的受体 通过抑制这些受

体的功能 直接降低心率 ∀ ∏ 等 ≈ 的研究发现在窦房

结及房室结组织存在高浓度的生长抑素受体 从其同类产品

肽的施他宁也能引起严重窦性心动过缓 ≈ 可以推测本品

可能通过抑制这些受体的功能发挥作用 ∀有研究发现奥曲

肽可降低肝脏星状细胞内的 ≤ 浓度而影响其功能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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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否也影响心肌细胞的 ≤ 浓度从而使心肌细胞的动作

电位时间延长 ∀奥曲肽对心率及心律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

步研究 ∀

鉴于奥曲肽可能引起心率下降甚至严重的心动过缓 因

此笔者建议 在使用本品时应进行心电监护 严格观察心率

的变化 ∀一方面可参考心得安等 Β2受体阻滞剂 根据心率调

整剂量的方法 调整奥曲肽用量 另一方面 对中老年患者更

应高度重视 以便能尽早发现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 一旦发

现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 应及时停药并给予对症处理 ∀根据

本组资料的结果 使用本品过程中发生心动过缓的患者 极

大多数经停药及对症处理后能逐渐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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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胆子乳剂联合化疗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ΜΜΠ22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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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鸦胆子乳剂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的调控作用 ∀方法  随机将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成

对照组及治疗组各 例 ∀治疗组 鸦胆子乳剂注射液 ≅ ×°方案静脉化疗 疗程 ∀对照组 单用 ×°方案 用

法剂量同治疗组 静脉化疗 个疗程 ∀分别于化疗前一天 !第二个疗程结束后 即第 天 按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2

∏ 简称 ∞ ≥ 技术要求收集标本送检 ∀结果  血清 °2 水平与 × 分期呈线性关系 治疗组其

下调 °2 水平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Π 两组有效率 !获益率治疗组虽有升高 差别无显著意义 Π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与肺癌进展和预后相关 鸦胆子乳剂具下调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2

水平的作用 即有一定的 °抑制物样作用 ∀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 药物治疗 鸦胆子乳剂 药物治疗 紫杉醇 药物治疗 顺铂 基质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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