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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治疗用于临床各科
,

输入各种致热

物质导致输液反应
,

为输液治疗常见的并发

症
。

输液反应来势凶险
,

需及时处理
。

近年

来临床上发现一些老药 用于治疗输液反应
,

取得显著疗效
,

现涂述如下
。

�
�

� �  一�

王洪波氏�
‘�报道用 � �� 一� 治疗输 液 反

应 �� 例
,

获得满意疗效
。

�� 例患者中
,

男�� 例
,

女 �� 例
,

年龄��� 以 岁
,

输液反应多发生于

输液开始后 �� � �� 左右
。

当患者出现 寒 战

反应
,

立即用� �� 一� �� � � 静脉推注
,

儿童

酌减
,

并立即暂停输液
。

�� 例患者全部于

推注 � �� � � 后 �� � �� 内寒 战停 止
,

最 短

� � ��
,

最 长 � � � ��
,

平 均 � � � �、�
。

配 合椒
理 降 温 �� 例 患 者体 温不 超过 �了

�

� ℃
,

�� 例患者体温超过 �了
�

�℃
,

其 中 � 例 超 过

��
�

�
‘

� ,

原有发热患者在原体温基咄上升高

不超过 �℃
,

酌用药 物降温
,

无一例发热超足

� � ℃
,

均不见明显副作用
。

王氏认为常规用非那根与地塞米松值得

进一步探讨
。

因非那根的主要药理作用为抗

过敏
,

对发热反应作用甚弱
,

故疗效不佳 � 枪

皮质激素需通过
“

第二信使
” ,

导致体内发生

一系列的生化反应
,

约半个小时后才能发挥

作用
,

数小时后始达高峰作用
,

用于输液反应

的处理作用发挥过慢
,

不能达到快速控制寒

战反应的 目的
。

应 用 � �� 一 � 治疗输液反应疗

效迅速可靠
,

�� � �  全部控制寒战反 应
。

寒

战持续时问较常规处理方法明显缩短
,

发热

及高热患者明显减少
,

无超高热患者
,

大大

减轻患者痛苦
,

疗效满意
。

机理
�
尚未完全阐明

,

王氏认 为 �� �一 �

可能是通过扩张外周血管
,

升高体表温度
,

抑

制皮肤冷感受器
,

影响体温调定 点的水平
,

从

而抑制寒战反应
,

中止发热过程
,

达到治疗输

液反应的目的
。

作者认为在无抗胆硷能药铆

应用禁忌症的情况下
, � �� 一� 可 作为输 液

反应治疗的首选药物
,

当然
,

如患者已 班现高

热则应另当别论
。

�
�

安络血注射液

郭好水氏 �“〕报道用安络血注射液治疗输

液 反应�� 例
。

方法
�

输液反应发生后
,

立即停

止输液
,

用安络血注射液 别 � � 肌注
,

��  

病人在注射后�� � � 内恢复正常
, � � �病人在

�� � � 内恢复正常
。

安络血注射液含有安络血

和水相酸的
,

水相波钠可以抑制前列腺素 �
�

的合成和释放
,

从而使体温下降至正常水平
�

安洛血可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

阻止致炎

致热物质的渗出
,

以防体温升高
。

郭氏认为

安络血注射液治疗输液反应
,

在 中抠可抑制

致热物质的合成和释放
�
在外周 可阻止致热

物质的渗出
。

因此具有双重作以
,

比其它药

物更安全
、

快速
。

�
。

利他林

郑孝甫氏�
� 〕报道利他林治疗输液反应��

例
。

确认为输液反应后
,

立即停止输液
,

以

利他林 � � � � � 加入 �一 � � �葡萄糖溶 液

中
,

缓慢静注
, � � � � � � 有 � 了例病 人 恢

复到输液前状态
, �例无效

,

有效牢 �� �
。

其

机理可能是利他林促使神经细他释放刀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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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 � � �

胺类神经介质
,

激化腺昔酸环化酶
,

提高细胞

内环磷院昔酸浓度
,

抑制组胺等生物活性物

质的释放
,

从而阻断了机体的病态反应
。

�
�

樟脑磺酸钠

陈瑞勇 氏川报道观察对象 ��� 例均为 输

液过程中突然寒战
,

渐趋高热而不能用原发

病或其它原因解释者
,

其中男 �� 例
,

女 � 了

例
,

年龄 ��  ��岁
。

原发病为感染性疾病 ��

例
,

非感染性疾病 几 例
。

开始输液至反应发

生时间
� � � � � � �� � � 例

, �。� � � � �几 � � 例
,

� �� � � !∀ 例
。

出现反应后立即暂停输液或

更换液体和输液管
,

治疗组 �� 例 , 一次静注樟

脑 成酸钠 � � ��� � � � � �
,

对照组 � �例
,

立即

肌注异丙嗓 � � �� �
。

结果
�
治疗组 治 愈 ��

例 ���
�

��  �
,

无效 � 例 ��
�

� � � � � 对照组治

愈 � � 例�� �
�

� � � �
,

无效 � � 例�� 了
�

� � � � �

治疗组缓解出现时间和治愈率 明显优于对照

组
,

� � �
�

� �
。

�
�

阿托品

任波氏〔
”〕报道阿托品治疗输液反应 �� 例

男 了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 岁
,

输液中出现

寒战发
�

热
,

排除其它原因之后作出诊断
。

输

液反应后
,

减慢输液速度
,

同时静注阿托 品

�
�

� � 官
,

不更换液体
。

� �例均有效
, � � �� ��

症状缓解
,

应用非那根
,

地塞米松者
,

同等条

件下 � � � � � 才能缓解症状
。

阿托品通过

阻断 � 受体
,

可解除血管痉挛
,

改善微循环
,

故对治疗输液反应有效
,

且阿托品具有起效

快
、

简单
、

方便之优点
。

�
�

安定注射液

赵建宇氏〔� �报道 �� 例出现输 液 反 应 的

病人
,

用安定针缓慢静注治疗效果良好
。

观

察发现输液反应 出现比较突然和强烈
,

特别

是寒战反应
,

多效病人精神紧张
,

全身肌肉强

烈收紧
,

全身不适
。

安定的中枢抑制
,

产生

肌松作用
。

肌松作用和相应 的中枢抑制
,

在

安静状态下各组织耗氧量减少
,

间接抑制了

体温的升高
。

赵氏的体会是
�
��� 早发现早给

药
,

一般在用药后 �� � � �� 内寒战可完全消

失
,

体温不升高或升高 。
�

�� �℃
,

补液可仍

按原速度或减慢滴速 , ��� 用量
� � � �� 岁

,

� � � � � � � � � � � 岁和体质差者
, 一。� � � � � �

� � � � � 岁
, � �一�� � � 安定针缓慢静脉 推

注 , ��� 对症处理
� ��� 安定还有抗心律失常

作 用
,

其治疗指数相当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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蝮蛇抗栓酶的严重不良反应

山东�雪梁山县药品检里所 �梁山 � � � ��  郑希林

蝮蛇 抗 栓 酶 �� � ��� �� � ��� �� �  �� ��
,

� ��� �� 是从蝮蛇毒中提取的一种酶制剂
,

是

近年来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
�

效果较 好的药

物
。

随着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

发现除偶尔可

引起皮下散衣出血
、

头晕外
,

尚可引起一些严

重的不良应
。

�
�

过敏性休克 抗栓酶成份中 包括精

氧酸酷酶
、

蛋白水解酶
、

纤溶酶等大分子物

质
,

故有一定的抗原性
。

赵丁真报告�例应用

抗栓酶的患者
,
�‘’皮试均呈阴性

,

却在用药 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