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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不良反应临床观察及护理

王冬凤

青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
浙江 青 田

摘要 目 的 ： 分析参麦注射液诱发不 良反应的特点 ： 方法 ： 回顾性分析 例 因使用 参麦注射液而 出现 不 良反应 患者的 临床

资料
，
采 用 自 制 的 不 良反应分析表对患者的 不 良反应报告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使 用 参麦 注射液 出现不 良反应 的病例 以 中老年患

者为 主 ； 不 良反应 累及的 主要有皮肤 、 呼吸 系统 、
心血管 系 统等 ，

以皮肤 出现不 良反应的 几率最高
，
为 主要表现为 皮肤

瘙痒 、 潮红 、 皮疹等 ， 结论 ： 参麦注射液在 临床应用 比较广 泛 ，
临床应针对不 良反应发生的 原 因 ， 有针对性地给予 良好的 临床护

理
，
可减 少不 良反应的 发生 ， 提高临床用 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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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麦注射液是以红参 、 麦冬为 原材料 ，
经现代制剂技术加 给药 的必要性 。

、

加强观察 、 重视差异。 临床用药前应对所领

工而成的 中药注射液 ， 具有益气 固脱 、 养 阴生津 、 生脉等 功 取 的注射液进行检查 ， 检查的项 目 主要包括注射液 的颜色 、
澄

效
， 临床常 用于气 阴两亏 、 心悸 气短、 脉微 自汗等疾病 的治 明度 、 是否产气等 ， 如有质量 问题 ，

立刻更换药品 。 控制临床

疗 。 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 ， 参麦注射液 中含有大量的 人参皂苷 、 给药的速度 ， 给药后严密监测患者的 变化 ，
如出 现异常则立即

薯蓣皂苷 、 人参多糖等药用活性成分 ，
对于休克 、 心律失常 、 停止给药并上报主治 医生 ， 以便及时采取有效 的措施进行救

调节免疫等均具有 良好 的 临床效果 ， 在临床 的应 用也 日 益广 治 ； 重视患者间 的差异 ，
因不同 患者其体质存在较大的 差异 ，

泛 ， 但近年 来有关参麦注射液不 良反应 的报道逐渐增 多 故使用参麦注射液之前应详细询问 患者是否有过敏史 ， 如有必

如何有效减少参麦注射液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 已成为 医药工作者 要须进行皮试 ， 确认无过敏反应后方可使用参麦注射液 ；

使用

的共 同 目 标。 笔者对本院临床 因使用参麦注射液 出现不 良反应 过程 中如 出现 皮肤瘙痒 、 皮疹 、 呼吸困 难等 过敏反 应 ， 应及

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 现报道如下 。 时终止治疗并 采取有效 的措施进行补救 对于临床 出现不

临床资料与方法 良反应的 患者 ， 立 即停用参麦注射液 ，
并及时给 予有效 的 临

一般资料 回 顾性分析本院 年 月
一

年 床救治措施 ，
如 改用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静脉

月 例 因使用参麦注射液而 出现不 良反应患者的 临床资料 ， 滴 注 ，
地塞米松 静脉注射 ，

并予高流量 鼻导管给氧 ，

剔除不符合临床要求及重复的不 良反应报告 ， 最终共获得 继续以静脉补液 ，
必要时应使用注射用还原型谷 肤甘肽钠等

份有效的不 良反应报告 。 保肝治疗 。

临 床护理及救治措施 临床给予患者的 护理内容主要如 分析方法 采 用 自 制的 不良反应分析表对患者 的不 良反

下 ： ①加强沟通 、 减少纠纷 。 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保持有 应报告进行统计分析 ，
该表格主要包括患者的性别 、 年龄 、 疾

效的 沟通 ， 了 解患者的真实想法 。 在使用参麦注射液之前 ， 将 病类型 、 过敏史 、 临床用药、 合并用药、 不 良反应表现等主要

药物 可能 出现的 不良反应及后果告知患者 使其树立正确的观 内容 。

念 ， 打破传统的 纯 中药制剂无任何副作用
”

的观念 ， 有利于 结果

患者 自行监测是否出现不 良反应并及时告知医疗人员 ， 以便及 发生 不 良反应 患者 的基本情况 见表 。 入选 的 例

时采取有效的 治疗措施 ， 防止意外的 出 现 ，
提高临床治疗的安 不良反应报告中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因

全性 。 ②规范操作 。 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化 、 规范化 的培训 ， 使用参麦注射液而 出现不良 反应的患者主要为 中老年患者 ， 主

培训 的 内容主要包括药物的领取 、 核对、 配制 、 给药 、 不良反 要与参麦注射液 的适应症相关。 同 时 ，
老年患者 因生理功能衰

应监 测等 ， 使其掌握标准化临床给药操作规程 ， 意识到标准化 退 ， 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减 弱 ， 亦容易 出现不 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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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发生不 良反应患者的基本情况 注射液近年来在临床应用 日益广泛 ，
出现不 良反应的报道 日益增

年龄 岁 ）

竺
女 比 洌 多 ’ 引起 了医疗人员对其的重视

’
对其安全性重新审视 。

笔者回 顾性分析因使用参麦注射液 出现不良反应患者的临

床资料 ， 发现出 现不良反应的病例主要为 中 老年患者 ， 这与参

麦注射液 的临床应用人群有
一

定 的相关性 ， 其主要适用对象为

中老年患者 ，
且大多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洽疗 ， 而老年患者 因生

总计 理功能衰退 ， 对药物的耐受性较低 ， 易 出现不 良反应 ， 临床主

、
要表现 为皮肤瘙痒 、

潮红 、 皮疹等 ，

故为 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
不 良反应 系及的组织 、 器 言 、 系统及临床表现 ！

生 ， 提高患者的 临床耐受性 ， 治疗过程中需给予良好的 临床护
患者 因使用参麦注射液而出现不良反应累

，
的组织 、 器 官 、

理
， 需从技能 、 沟通 、 操作 、 观察等方面实施 ，

以提高临床用
— ’ 巾

細安全性 ，
保障患者 的生命安全。 治疗过程中 发现 ， 因 使用

肤 出 现不 良反应 賴高
，
为

，
丨隊主要表勸 皮

参麦注驗胜不■应大多 在用瓶 絲
， 故而在

驗 程中 ，
护理人员不仅要觀标准操作规程进行输液 ，

—
同时需严密监测患者各指标的 变化 ， 如生命体征 出现较大变化

表 不良反应累及的组织、 器官 、 系统及临床表现 例 时
，
因及时给予 良好的护理并上报主治医生 ’ 以便及时采取有

？、 及 《 织
， 器 系统 比 临 床 表现 效的救治措施 ， 为 抢救患者争取足够的 时间 。

史 扶 肤解 、 红 ， 皮疹 等

呼 吸 系 统 胸 ￥ 气 ，

吸道梗 喉 呜 等 参考文献

心 血 管系 统 去 痛 、 头暈 、 锖 神 紧 张 、 四 肢发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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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化 系统 呕吐 、 腹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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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中药注射液是按照传统 中 医药理论 ， 以 中 药材为原材料 ，

釆用现代先进的制剂工艺 ， 将传统中医药名 方 、 经 方 、 验方等 丨

开发成直接注入人体 内 的新制剂 ， 具有生物利用度咼 、 作用迅

速 、 剂量准确等特点 ， 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 临床洽疗 。 随着中

医药理论的快速发展及 中药注射液在治疗疑难杂症所取得 的 良
】 张清伟 ， 陈远平 ，

丘彬彬 ， 等 生脉注射液对 老年抗快

好效果 ， 中药注射液在某些方面具有化学药物不可替代的重要 速心律失 常药物不良 反应的 影响 现代 中西 医结合杂

地位 ， 近年来中药注射液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但 由于中 志 ，

药注射液 自身存在不可回避的缺点以及临床不合理应用 ， 导致 郭锦辉 ， 高卫芳 ，
贾素 洁 生脉注射液不 良反应的

不良 反应的 发生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据文献报道 ， 临床 因 分析 中 药药理与临床 ， ，

使用 中药出现不良反应 旳病例中 ， 有
一

半以上系 中药注射液诱 石庆平 ， 姜 晓东 ， 桑冉 ， 等 参麦注射液不 良 反应影响

发。 中药注射液诱发不 良反应的原 因 比较多 ，
其中 主要原 因为 因素 回 归分析 中 国医院药学杂志 ， ，

中药含有的成分十分复 杂 ， 不同 的机体对不同物质 的敏感性不

—

样 ， 少部 分易敏感人群容易发生不良反应 。 王海英 生脉注射液 不良 反应 的 临床表现及预防措施

参麦注射液出 自于 （ 因脉治》 中 的参冬饮 ， 具有较好的 中 国药房 ， ，

养 阴生津 、 益气固脱功效 ， 现代研究表明 ， 参麦注射液 中含有 刀 孙丽静 ，
白丽华 ，

赵 惠 心脑血管疾病常用 中 药注射液

丰富 的人参皂苷 、 薯蓣皂苷 、
人参多糖 、 有机酸等活性成 分 ， 的 不 良反应 临床合理用 药 ， ，

对脑组织 、
心血管系统 、 呼吸系统等作用较好 ， 临床广泛用于 丫

，

肺源性心脏病 、
心律失 常 、 心肌梗死 、 心肌损伤 、 心肌纤维

化 、
心力 衰竭 、 不稳定型心绞痛 、 病毒慢性阻塞性肺炎 、 粒细

胞减少症 、 糖尿病 、 过敏性休克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 随着参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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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东 ， 丁 志山 ， 陈建真 参麦注射液 药理及临床研究

进展
丨

】 中 国 中 医药信息杂志 ， ⑶

李廷谦 ，
刘雪梅 ， 冯敏 ，

等 生脉注射液临床应 用 及不 （责任编辑 ： 刘淑婷
，
吴凌 ）

良反应的 系统评价 丨 中 国 中 西医结合杂志 ，

中药内服联合护理干预辨治小儿流行性感冒效果分析

邬颖菲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 浙江 宁海

摘要 目的 ： 观察用 中药 内服联合护理干预辨治 小 儿流行性感 冒 的 临床效 果 方法 ： 将 小 儿流行性感 冒 患 者 例随机分

组
， 对照组 例 患儿给予 西 药磷酸奥 司他韦 颗粒 口 服治 疗

， 每天 丨 次
，
治 疗 天为 疗 程

；
观察组 例 患 儿给予 由 白 虎汤加减

而 成的 中 药汤 剂 口 服治 疗
， 每天 剂 ， 并给 予 患 儿针对性护理干预 。 治疗 后观察 组患 儿 治疗前后咳嗽 、 发热 、 鼻塞 、 乏力等流

感症状的 改善情 况及证候积分的 变化情况 ，

比较 组 临床疗 效 结果 ： 对照组总有效率 观 察组 组总有 效率 比

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组患 者经治 疗后咳嗽 、 发热 、 鼻塞 、 乏 力等流感症状均较治 疗 前有所改善 ， 证候积分均 有

所下降
，

以观察组的 改 变程度尤 为 明 显 ， 差异 均有 显著性意 义 （ 结论 ：
以 白虎汤 为 基础方加减而 成 的 中 药 汤 剂功 可清

热解毒 ，
是解热退烧的 有效方 剂 ， 联合护理干预流行性感 冒 患 儿能有效缓解患 儿咳嗽 、 发热 、 鼻 塞 、 乏力等流感症状 ， 疗 效确切

关键词 小 儿流行性感 冒 ；
白 虎汤 ；

护理干预 ； 证候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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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流行性感冒 ，
是 因流感病毒而引起 的 小儿急性呼吸道 专家组制定 的 《流行性感 冒诊断与治疗指南》 患儿 多见发

传染病 ， 其发病率高 、 传染性强 ， 尤其对于脏腑娇嫩 、 形气未 热恶寒 ， 咳嗽 ， 乏 力 ， 精神不振 ， 头痛项强 ， 肤体酸痛 ，
口微

充的 小儿来说最 易 发此病 。 患儿临床多 见发热 、 咳 嗽 、 鼻塞 、 渴 ， 嗜睡 ， 舌尖红 、 苔薄 白或薄黄 ，
脉浮数等症状 。

乏 力等流感症状 。 目前主要使用 的 有流感灭活疫苗、 流感减毒 —般资枓 观察病例 为 年 月
一

年 月 就诊

活疫苗 、 流感 疫苗等 “ 西药抗病毒药物 的抗病毒活性 于本院儿科 门诊 的小 儿流行性感 冒患者 ， 共 例 。 将患儿

确切 、 作用机制 明晰 ，
但也存在

一些不足 ，
如种类有限 、 可选 随机分为 组 。 对照组 例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品种不多 ， 且新品种研发周 期较长 ， 耐药问题 日益凸 显。 相 比 月 岁 ， 平均 岁 ， 病程 天
， 患者可见扁桃体

而言 ，
中 医药成分复杂 ， 具有多靶点作用 的特点 ， 既能控制流 肿大者 例 ， 肺部干鸣音者 例 。 观察组 例 ， 男 例

，

感症状 ，
又可通过提高机体的 免疫功能来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 女 例 ， 年龄 月 岁 ， 平均 岁 ， 病程

力 。 笔者结合小儿 由于脏腑娇嫩 ，
形气未充 ，

五脏六腑成而 天
，

患者可见扁桃体肿大者 例
， 肺部干鸣音者 例 。 组

未全 ， 全而未壮等生理特点 ， 于 多年临床护理工作过程中 ， 善 性别 、 年龄 、 病程 、 伴随症状等数据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无

于观察以 白虎汤 为 基础 方加减而成的 中 药汤剂对小儿流行性感 显箸性意义 ， 具有可 比性。

冒的治疗效果 ， 并研究护理干预在其诊治过程 中 的重要性 ， 结 治疗方法

果报道如下 。 对照组 给予西药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宜昌长江药业有限

临床资料 公司 ，
国药准字 规格 口 服治疗

，
每次

西 医标 准 参照卫生部流行性感 冒诊 断与治疗指南编撰 每天 次 ， 治疗 天为 疗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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