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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

镁在临床中的应用

林剑梅 王 兰 刘谦典 范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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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镁在人体中的作用机理
、

代谢和临床研究
,

以及镁在充血性心力衰竭
、

心律失常
、

支

气管哮喘和小儿毛细支气管哮喘
、

急性胎儿宫内窘迫
、

偏头痛
、

肾绞痛
、

输尿管结石
、

胆道蛔虫
、

尊麻疹
、

牙本质

过敏中的应用
。

关键词 镁 �作用机理 � 临床应用

镁是机体必需元素之一
,

与三大代谢及

机体各种酶具有密切关系
,

具有重要的生理

功能
,

�� 年代前临床上常用于导泻
、

子痈
、

利

胆
、

高血压危象等 的治疗
。

近年来随着对镁

离子 电生理的认识不断深入
,

临床上开展了

许多新的用途
,

特别是对心脑血管疾病 的治

疗 日益受到重视
。

现将有关理论研究及其主

要新用途综述如下
�

一
、

近年来镁的作用理论探讨操作

北京医科大学徐海等〔
‘〕在大鼠离体心脏

缺血后再灌注对心肌线粒体的损伤及镁的保

护作用研究发现
,

动物在再灌注前注射镁溶

液
,

可以保护线粒体的谷胧甘肤过氧化酶活

性
,

减轻脂质过氧反应
,

线粒体膜活动性维持

较好
,

钙超载现象明显减轻
。

白求恩 医科大

学对麻醉犬静注镁溶液
,

测定给药前后 电生

理数据
,

表明镁能使心房
、

心室 的有效不应

期
、

房室结功能不应期延长
、

窦房结传导时间

延长
,

� 一 � 间期延长
,

表明镁有 治疗快速性

心律失常作用
。

李素琴等 �
�〕在家兔耳静脉给

予超生理阑值的去 甲肾上腺素
,

可造成环磷

酸腺昔含量升高
,

心肌细胞膜的结构和 功能

遭受损害
,

而在用去甲肾上腺素前
,

先静脉注

人硫酸镁溶液
,

结果损害明显减轻
,

心肌细胞

膜结构和功能
,

可以得到保护
。

以上实验已

从不同角度说明镁盐对人体有关生理功能
,

和心肌细胞膜结构的保护作用
,

对心房
、

心室

不应期延长
,

提示对心脏有关的疾病具有治

疗作用
。

二
、

镁在人体代谢和临床的研究

�犷
�

在 体 内 的 总 量 约 为 ���
�

��田皿
�� � �� �

,

其中 �� � 含于骨骼
,

��
一
�� � 在

骨骼肌
,

心肌中含量也很高
。

细胞内游离的

�犷
�

约为 � 一 � �加�� 丫�
,

只有 �� 的 �扩
�

分布

在细胞外液
,

正常血浆中时
�

浓度为 �
�

� �

�
�

���� �� 了�
,

其中 ��
一
�� � 与蛋白结合

,

低镁

血症系指 �犷
�

低于 �
�

��
����� ��� � ��

镁是细胞内仅次于钾的重要离子
,

它参

与机体内所有能量代谢
,

特别在需要 ��� 的

各种代谢中镁离子是不可缺少的
。

它激活或

催化很多酶系统
,

参与 ��� 和 � �� 的合成
,

以及参与膜结构的过程
。

镁对神经
、

肌 肉和

心脏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

特别对心脑血管疾

病关系密切
,

早在 � ��� 年就认识到心律失常

与镁有关
,

��� � 年 ��� 等成功地用镁终止 了

心律失常
。

大量的研究发现�� 
,

缺镁与动脉

硬化形成
、

冠心病
、

高血压
、

心脏发病有一定

关系
,

可引起室性心律失常
,

甚至室颤
、

碎死
。

补镁可以治疗很多心脏疾病
,

从单纯的早搏

到危及生命的室性心动过速
,

甚至可挽救室

颤阿斯发作患者
,

也能制止某些室上性快速

心律失常
。

镁可 以解除冠状动脉痉挛
,

改善

心肌血流量
,

使心力衰竭
、

心绞痛和心肌梗塞

得以缓解或消失
,

肺心病急性期 由于心衰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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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

�仇储留及其使用洋地黄均可引起缺镁
,

补镁可以松弛支气管平滑肌
、

改善通气
、

降低

肺动脉压
,

从而有利于心肺功能改善
。

除上

述外补镁还具有明显 的肌肉松弛作用
,

防止

过敏物质释放
,

防止 哮喘发作
。

肾脏是肌体

镁重要调节平衡器官
,

肾脏疾病将影响镁的

正常功能
。

三
、

镁在临床有关疾病中的应用

�一�镁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应 用

�
�

充血性心力衰竭 ���� � ���� 时常伴

有低镁血症
,

这是因为使用利尿剂使镁排泄

增加
,

和右心衰竭时肠道 吸收功能减弱造成

的
。

朱世才等 �’� 在使用强 心
、

利尿剂的基础

上静滴硫酸镁溶液治疗 �� 例 ��� 病人
,

结

果显效率 ��
�

� �
,

对照 组 ��
�

� �
,

刘 济 民

等�� 对 �� 例 ��� 患者用硫酸镁 �
�

� 一 � � 加

人 ��� 而 葡萄糖液中
,

静脉滴注
,

连用 � 一 � �
,

心衰基本控制后改为 �
�

� 一 �
�

� � 肌注
,

结果

�� 例在 �
一
�� 内心衰症状减轻以至消失

,

另

� 例 � 一 � � 后心力衰竭逐渐消失
,

尤其对顽

固性 ��� 患者疗效尤佳
。

�
�

各种心律失常 到 目前为止 用镁盐

治疗心律失常有室性早搏
、

室性心动过速
、

扭

转型室速
、

房性心动过速及心房纤颤等
。

镁对急性心肌梗塞时心律失常的防治有

重要作用
,

可使心律失常很快纠正
,

同时心纹

痛消失较快
。

王忠学 �� 用随机双盲法将人院

�抖 例病人分为两组
,

��� 例用镁盐治疗
,

另

�� 例为对照
,

结果重症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

为 �� � 和 ��
�

� �
,

重症心律失常致死者分别

为 �
�

� � 和 �
�

� �
,

死 于 衰竭 者为 �
�

� � 和

�
�

� �
,

表明 ���早期静脉滴注镁盐确有安

全
、

有效
、

方法简单的优点
。

于瑞基 �� 用硫酸

镁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

治疗组 �� 例用 �� �

硫酸 镁 �� 一
�� 耐

、

胰岛 素 �� 拌 及 �� � 的

�����而于 � ��� 葡萄糖注射液中静滴
,

每 日

一次
,

对照组 �� 例
,

用复方丹参注射液加人

葡萄糖注射液中静滴
,

结果两组总有效率分

别为 ��
�

� � 和 ��
�

� �
,

心电图改善率 ��
�

� �

和 �� �� �
,

心 功 能 改 善 率 为 ��
�

� � 和

��
�

� �
,

均有 明显差异
,

治疗组优于复方丹参

组
。

由于镁可 以使房室结不应期延长
、

传导

速度减慢
,

曾有人对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 例 巧 例次发作的患者
,

经快速 � � 内静注

�� �硫酸镁 � 一 ��
,

� 一 � 次后
,

� ,
内转复 �

例次
,

转复时间自静注完毕到 ��
。
不等

,

平均

��
�

� � 士 ��
�

� � �
。

�二 �治疗支气管哮喘和 小儿毛细支气管

哮喘

静脉滴注或肌注镁盐 �而
� 即出现支气

管扩张
,

呼吸困难减轻
,

痰易 于咳出
,

所有病

人哮鸣音消失
,

镁还 可使缺氧发生的毛细血

管与小动脉痉挛的血管扩张
,

供氧得到改善
。

曾用 �� � 硫酸镁治疗小儿哮喘 �� 例
,

每 日

�
�

� 一 �
�

�� � � 体重 于 � � 葡 萄糖 中稀 释 至

�
�

� �
,

�� 一 � � �� 叮而
� ,

每疗程 ��
,

结果总用效

率 �� �
,

氨茶碱
、

氟美松对照组有效率 �� �
,

尸 � �
�

� �
。

海氏用 �� � 镁盐 �� 耐加人 � � 葡

萄糖静滴
,

有效率 �� �
。

�三 �抢救急性胎儿宫内窘迫〔��

用硫酸镁代替
“

三联针
”

抢救急性胎儿宫

内窘迫
,

效果良好
。

方法应用 �� � 硫酸镁注

射液 �� �
,

加 �� � 葡萄糖注射液 �� 而
,

缓缓

静滴
,

分别于 �
、

�
、

�
、

�而
�
观察宫缩和胎心正

常心律变化
,

结果表 明硫酸镁组用药后胎心

正常率为 �� �
,

产后新生儿窒息为 ��
�

� �
,

“

三联针
”

组分别为 �� �和 ��
�

� �
。

�四 �治疗偏头痛

由于镁能扩张血管
、

解除血管痉挛
,

于法

彦�� 对偏头痛病人 �� 例分为 丙戊酸 组 ��

例
,

用丙戊酸镁 �
�

� 一 �
�

� �
,

��
,

��  或 �� �
,

苯唾

陡组 �� 例 �
�

� 一 �
�

��� 
,

��
,

�� �
,

疗程 �� � �
�

结果两组有效率差别不显著
,

但两组基本控

制率差别非常显著
,

结论
�
丙戊酸镁对偏头痛

的基本控制率优于苯唾陡
。

王氏对 印 例偏

头痛患者给予一般治疗
,

同时加用 �� � 硫酸

镁 � 一 ���
,
���

,

卯
,

�� 碳酸氢 钠 � � 一 ��� 而

缓慢静注
,

叫
,

�� � 一 疗程
,

结果 总有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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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疗效高于对照组
。

�五 �肾绞痛治疗

余波 �
‘�� 用 �� � 硫酸镁注射液 �� � 或

�� � 的硫酸镁 �� 而 于 ��� 而 葡萄糖注射液

中静滴
,

�� � 剂量不超过 �� �
,

��� 例中治愈

�� � 例
,

好转 �� 例
,

无效 � 例
。

王 氏用静脉注

射硫酸镁治疗剧烈发作肾绞痛 � 例
,

全部均

于 ��而
�
内症状缓解

,

常规治疗 �� 例 �� 而
�

内仅 � 例缓解
。

�六 �治疗输尿管结石 �川

治疗方法
�
�� � 硫酸镁 �� 耐

,

溶于 � � 葡

萄糖 ��� � 中
,

以 � 一 �� 】� 而
�
静滴

,

� 次� �
,

结果 � 一 �� 次疼痛和体征完全消失
,

一般

�� 而
�
缓解

,

� 一 � 次明显减轻
。

取得好的疗

效
。

�七 �治疗胆道蛔 虫

何氏静脉注射硫酸镁
,

再配以酸性药物

和驱虫药治疗胆道蛔 虫
,

取得较常规疗法更

好疗效
。

因为硫酸镁对总胆管和奥狄氏括约

肌有松弛作用
,

以利虫体排出
。

�八�治疗竿麻疹 � �� 

用 �� � 硫酸镁 ��
一
加�

,

加人 �� � 葡萄

糖 25 0
一
s oo d 中

,

1
一
2 浏口而

n ,

静脉滴人
,

1

次/d
,

7
一
10 d 一疗程

,

结果 ro 例治愈 8 例
,

好

转 2 例
。

( 九)治疗牙本质过敏
刘国华〔l3] 用 4 % 硫酸镁

、

Z

tnA

电流强度
、

导人 时 间 2而
n ,

治 疗 178 例
,

一 次 痊 愈

62
.
4%

,

有效率 100 %
,

25
wk
随访

,

无一例复

发
。

胡氏用 4% 硫酸镁液治疗牙本质过敏

13 8 例 389 个牙
,

以 4 % 硫酸镁 1 一 2而 棉片
,

置于患牙表面贴服
,

以离子导人法治疗
,

结果

痊愈 61
.
2%

,

缓解 35
.
4%

,

无效 0
.
8%

,

失败

2
.
6%

。

四
、

禁忌症及注意事项

高镁血症和 昏迷为补镁的禁忌症
。

肾功

能不全者应慎重补镁
。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和

病窦综合症者应慎重补镁
。

部分病人静脉注射硫酸镁注射液
,

可能

出现一过性全身发热
、

出汗
、

皮肤潮红
,

最严

重副作用为呼吸抑制
、

麻痹和心跳骤停
。

补镁的途径及剂量应视病情而定或身体

缺镁情况而定
。

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时
,

可

于 20
一
30 而

n
内静脉注射硫酸镁 1

一
2 9 (稀释

后)
,

情况不紧急时可将硫酸镁 1
一
2 9 加人液

体中静滴
,

亦可先静注 1
一
2 9

,

再静滴 1
一
2 90

紧急情况镁 盐滴注 不超过 6
.
17
~
F

而
n ,

但在 lm in 内应用超过 29 的大剂量硫酸

镁也未见不 良反 应
。

有人用更快的速度 5s

内注射 29 镁制剂试图终止心动过速
,

结果造

成危及人命的心律失常
,

包括心室纤颤
,

出现

这种情况时
,

可 用葡萄糖酸钙 10初 对抗
,

以

解除危象
。

可供临床选用的镁制剂有
:
氯化镁

、

门冬

氨酸钾镁
、

葡萄糖酸镁
、

丙戊酸镁
、

以及氧化

镁
、

乳酸镁
、

镁钾合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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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连粉针剂的临床应用

冯 琳 张红梅
资

( 济南军区总医院药理科

王景祥

挤南 25(X) 31)

双黄连粉针剂是 由双花
、

黄芬
、

连翘提取

制备
,

用于静脉滴注的纯中药注射剂
,

具有清

热解毒
、

抗菌消炎的 良好功效
,

在临床上可用

于多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治疗
。

一
、

眼科疾病

(一 )结膜炎 双黄连粉针剂用于传染性

结膜炎取得 良好的疗效[
‘,z]

。

应用双黄连粉

针 剂 内服 点 眼 治疗传 染性 结膜炎
,

平 均

4
.
42 d 治愈

,

而 应用 中西医结合疗法和 西 医

常规 治疗
,

平 均治 愈天 数分 别 为 7
.
sld 和

5
.
35 d

。

应用双黄连粉针剂静滴治疗 急性传

染性结膜炎
,

Z d 后症状减轻
,

s d 痊愈
。

(二)角膜炎 吕翠萍等人阎应用双黄连

粉针剂治疗单纯疙疹性角膜炎 oo 例 82 眼
,

并与病毒哇
、

无环鸟昔 及 中药 内服组对照
。

结果治疗 Zwk 后 总 有效率分别为 98
.
8%

、

如%
、

8 5

.

2 %

,

平均治愈时间分别为 16
.
5 士 5

.

s d
、

1 9
土 6

.
0 d

、

24

.

5
士 7

.
3 d

,

双黄连治疗组总有

效率及平均治愈时间 明显优于其他两组
,

且

视力提高显著
,

复发率降低
。

童红华[’] 应 用

双黄连粉针剂 oo
nl
岁kg

,

加人生理盐水静滴 l

次/d
,

治疗病毒性角膜炎
,

局部用无环鸟昔眼

药水
、

氯 霉素 眼 药 水 滴 眼
,

总 有 效 率 为

95
.
5%

,

高于病毒哇静滴组
。

( 三 )复视[z] 一复视病人经检查认为是

视神经麻痹所致
,

经中药汤剂治疗后复发
,

因

上 呼吸道感染就诊
。

用双黄连 1800 mg
,

5 %

葡萄糖静滴
,

1 次/d
,

2d 后患者上感未愈
,

而

视觉已正常
,

连续静滴 6 次
,

复视没有复发
。

,
济南市第四医院内科

双黄连粉针剂具有清热解毒
、

轻宣透邪
、

清头明目的作用
,

眼科多种疾病眼部出现红

肿热痛
,

中医辨证属于风热症的均 能取得疗

效
。

二
、

呼吸道疾病

(一 )呼吸道感染 王安平[s] 应用双黄连

粉针剂加抗生素等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 116

例
,

对照组给予静滴抗生素
、

口服抗病毒
、

止

咳
、

止喘等药综合治疗
,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改

抗生素静滴为双黄连粉针剂静滴
。

结果
:
两

组平均退热率分别为 75 %
、

91

.

84
%

(
尸 <

0
.
0 1)

,

平均 止咳率分别为 66
.
51%

、

8 2

.

8 9 %

(
P

<
0

.

05 )

,

总有效率分别为 88
.
0%

、

%

.

55 %

(
p

<
0

.

05 )

。

有人单用双黄连粉针剂静滴治

疗上呼吸 道感染
,

也取得 良好疗效
。

陶 惠

兰[6] 将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 51 例
,

对照组 20

例
。

治疗组用双黄连粉针剂静滴
,

对照组用

氨节青霉素
。

结果
:
治疗组治愈率 98 %

,

对

照组 95 % (p > 0
.
05 )

。

王宜诚等图将治疗组

45 例用双黄连粉针剂 团
n
娜kg

,

加人 5% 葡萄

糖 500 而 中静滴
,

每 日 1次
。

对照组 46 例用

氨节青霉素或丁胺卡那霉素
、

林可霉素静滴
,

口服板 蓝根冲剂
。

结果
:
治疗组治愈率为

91
.
3 %

,

对照组治愈率为 83
.
6% 。

提示双黄

连粉针剂在抗炎
、

退热方面疗效显著
,

具有较

广的抗菌谱和较好的抗菌效果
。

(二)小 儿肺炎及小儿 支气管炎 张惠

珍[s] 单用双黄连粉针剂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

82 例总有效率 91
.
4%

。

其 中合胞病毒感染

10 例
,

流感病毒感染 15 例
,

副流感病毒感染

16 例的平均有效率为 95
.
12 %

,

说明双黄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