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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

结果经 �� 治疗后
,

西米替丁组全部治

愈
,

无并发症
,

抗生素组 �� 例治愈 � 例
,

好转

� 例
,

其中 � 例有并发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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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药新用治疗支气管哮喘

高乃武

�解放军第 � �� 医院 蚌埠 � ��   �

哮喘是呼吸系统疾病常见的症状之一
,

是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和支气管粘膜炎症引起

分泌增加和粘膜水肿所致的小气道堵塞的结

果
。

诱发哮喘的原因各异
,

但多数是 由于吸

入特异性抗原诱致的速发型变态反应引起
。 ,

哮喘的发病机理至今尚未完全 明了
,

一

般应用 日受体功能低 下学说
、 。
受体功能亢

进学说
、

� 胆碱受体功能亢进学说及细胞内

�扩
十

浓度水平学说等理论解释
,

故常用药物

分为肾上腺素激动剂
、

� 胆碱受体功能拮抗

剂
、 �
受体抑制剂

、

�护
�

通道调节剂等
。

某些非呼吸系统老药对支气管哮喘亦具

显著的缓解作用
,

临床应用表明
,

当呼吸系统

药物对支气管哮喘不能奏效或患者不能耐受

时
,

应 用该类药物进行治疗
,

往往可获得理想

疗效
,

现综述如下
�

一
、

普鲁卡因〔‘〕

有人应用该药每次 � 一 � � � � � � �不超过

��� � � � � �加入 � � 或 �� � 葡萄糖 � � 一 � � � �  

缓慢静滴
,

� 次 � �
,

个别严重者 � � 后可重复 �

次
。

从小剂 量开始
,

滴速宜缓慢
,

�� 例 中 �

次用药后控制 �� 例
,

显效 �� 例
,

好转 � � 例
。

经第 � 次用药
,

�� 例达 控制效果
,

�� 例经第

� 次用药达控制
。

全部病例用药后 �� � �� 内

支气管哮喘症状开始减轻
。

二
、

利他林 � � �

郑氏应用该药治疗 �� 例 曾用 异丙 肾和

氨茶碱常规治疗无效的支气管哮喘病人
,

用

法
�

利他林 �� � 加入 �� � 葡萄糖 �� 一 �� ��

中缓慢静滴
,

� 次 � �
,

疗程 � 一 �� �
。

结果显效

� 例
,

好转 �� 例
,

无效 � 例
,

有效率 � �
�

� �
。

三
、

西米替丁川

西米替丁可阻滞支气管腺昔酸环化酶活

性
,

使肥大细 胞 内
� ���� �� � � 比值增 高

,

减轻哮喘
。

殷氏应用该药治疗 �� 例支气管

哮喘病人
,

方法 为本药 ��� 一 ��� � � 加 �� �

葡萄糖静推
,

结果
�

喘息消失 ��
�

� �
,

哮鸣减

少 � �
�

� �
,

总有效率 �
�

� �
。

对喘息性支气

管炎 �� � 有效
。

无感染者 � 次即可
,

伴感染

者须控制感染
。

四
、

山蓖若碱 � � �

本药具抗胆碱和
� 一

受体阻断作 用
,

通过

扩张支气管
,

而使支气管哮喘症状得以改善
。

有人应用 山蓑著碱治疗 � � 例慢性支气

管哮喘患者
,

方法
,

本品 �� 一 ��� � � 加 �� �

葡萄糖 � � 一 � � � �
,

缓慢滴注
,

有效率 � �  以

上
。

赵氏等治疗 �� 例
,

口服本品
,

结果控制

� � 例
,

显效 �� 例
,

好转 �� 例
,

无效 � 例
。

五
、

多巴胺 �� 

王氏应用本药治疗 �� 例气道阻塞性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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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病人
,

�� 例病 人 用药后 呼吸 困难 开始 缓

解
、

肺部哮鸣音逐渐减少
,

心率下降至 ��� 次

� � � 以下
,

可平 卧
。

� 一 � � 后症状及体征 明

显改善
。

方法为
�
� � 葡萄糖 ��� 一 ��� � �加

多巴胺 �� 一 � �� � 静点
,

� � 一 �� 滴� � �
� ,

� 次

� �
,

为维持疗效
,

�� 后肌注 �� � ��

六
、

硝苯毗咤【�
· �〕

该药可抑制支气管平 滑肌 收缩
,

抑制

�� 什参与的肥大细胞介质的合成和释放
,

缓

解支气管 哮喘
。

口 服 �� � �
,

� 次��
,

共 �� �,

总有效率 �� �
。

尤 对常规药物难以控制的

哮喘症状
,

联合应用硝苯毗吮
,

则往往疗效 明

显
。

有人 对支 气管 哮喘病人给予硝 苯毗吮

�� � � 舌下含化
,

观察急性解 痉作用
,

�� � ��

有效 � 例
,

�� � � 有效 �� 例
,

� � � �� 总有效率

为 � �
�

� �
。

因此认为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

作疗效肯定
,

对其它药无效或暂不能静注者
,

不失为值得推荐的方法之一
,

且对高血压
,

冠

心病伴慢性呼吸道疾病者疗效优越
。

七
、

脑益嗦〔�〕

该药为呱嚓类钙拮抗剂
,

可抑制磷酸二

酷酶
,

使
。� �� 含量增加

,

稳定肥大细胞膜
,

抑制其脱颗粒及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
。

李宗坷等利用脑益嗦治疗儿童 哮喘 ��

例
,

总有 效 率 �� �
。

方法 为
�

脑益 嗦 �� � �

��
,

睡前服
,

潘 生丁 � 一 � � � �� �
·

� �
,

分 � 次

服
,

连用 � � 为一疗程
。

八
、

碳酸氢钠〔�〕

贾氏治疗 � 例综合治疗未能奏效的严重

哮喘持续状 态患者
,

为法 为
�

静注或静滴本

药
,

成人首次 �� �� �
,

以后每隔 �� 一 ��� � 续

用 � � � �至症状改善为止
,

治疗效果显著
。

作

用认为
,

哮喘持续状态多合并有酸中毒
,

此时

支气管对 肾上腺 素反应性受到抑制
,

增 加过

敏反应介质释放
,

致使过敏哮喘加剧
,

而碳酸

氢钠可解除这种抑制
,

达到解除支气管痉挛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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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碳酸氢钠治疗严重哮喘持续状态

.

陕西新医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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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无回升
,

1 个月后 自动出院
。

体会
:
薪蛇酶有降粘

、

降脂
、

降低血小板

聚集
、

抗凝
、

溶栓
、

解聚
、

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

用于治疗脑血栓
、

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

高脂血

症
、

脑动脉硬化
、

冠心病等
。

一般认为治疗剂

量安全
,

无明显副作用
。

本文 4 例均因用薪

蛇酶后出现血 小板下降以致 出现皮肤粘膜
、

呼吸道
、

消化道
、

硬膜 下出血
,

应引起临床医

师注意
。

在治疗期间每一疗 程应查 1一2 次

血小板
,

如发现 血小板 有下降趋势应停 药
。

本文例 1
、

例 2 在治疗期间未定期复查
,

未能

及时发现血小板 减少
。

例 3
、

例 4 发现血 小

板下降后未及时停药
,

致病情进一步加重
,

是

为教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