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ICAL JOURNAL 《海南医学》2012年第23卷第11期

作者简介：林 彬(1966—)，男，海南省临高县人，主治医师，本科。

参麦注射液辅助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31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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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参麦注射液辅助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2009年3月至

2011年3月重症监护室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62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抗生素抗

感染、强心类药物、利尿剂、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紊乱。观察组在以上治疗基础上给予参麦注射液50 ml静

脉滴注，1 次/d。两组均以 7 d 为一个疗程。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采用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 Ⅱ)进行评分；测定两组患者氧合指数(PaO2/FiO2)；测定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

平。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氧合指数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参麦注射液能够改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降低炎性反应，临床效果显著，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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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属于医院获得性感染性呼吸

系统疾病，发病率高，且病死率也高。采取积极有效

的防治措施能够显著改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后

和转归。本文观察参麦注射液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9年3月至2011年

3月重症监护室内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62例，同时

排除免疫系统疾病患者、长期使用免疫调节剂患者、

凝血系统功能严重障碍患者。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31例，男18例，

女13例，年龄平均(61.0±5.8)岁；对照组患者31例，男

17例，女14例，年龄平均(60.8±6.1)岁；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抗生素抗感染、强

心类药物、利尿剂、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紊乱。

观察组在以上治疗基础上给予参麦注射液 50 ml 静

脉滴注，1次/d。两组患者均以7 d为一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①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采用急

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进行评

分；测定两组患者氧合指数(PaO2/FiO2)；②治疗前后

分别取两组患者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抽取外周静脉

血测定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

平。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4.0 统计学软件，

计数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对两组所得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P<0.05 显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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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减少了癌细胞远处转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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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

况评分Ⅱ和氧合指数情况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急性

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氧合指数分别与对照

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

者治疗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氧合指

数分别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治疗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Ⅱ和氧合指数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降钙素原、前白

蛋白水平测定情况 观察组治疗前C反应蛋白、降钙

素原、前白蛋白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平分别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C反应蛋白、

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属于医院获得性呼吸系统疾

病，主要采用抗生素治疗，但是细菌耐药情况越来越

多，治疗效果较差 [1-2]。所以寻找降低呼吸机相关肺

炎病死率提高患者预后的治疗方案是临床研究的课

题之一。研究表明，降钙素原水平在细菌严重感染

后 3 h左右开始升高，其水平高低与严重反应程度相

关，降钙素原可作为判断患者病情和预后的可靠指

标；C反应蛋白是肝脏合成的正性急性时相蛋白，其

水平改变早于体温改变等，在感染后2 h内即可出现

水平升高，是反映机体组织损伤和感染的敏感指标。

当急性炎症反应发生时，炎症介质可损害肝血窦内皮

细胞，导致前白蛋白下降。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

评分Ⅱ情况可以反映肺炎合并感染性休克患者的严

重反应程度和机体能力代谢情况[3]。

参麦注射液成分为红参、麦冬，辅料为聚山梨酯、

亚硫酸氢钠。研究表明，参麦注射液具有明显的抗休

克作用，能够降低休克患者病死率。参麦注射液还具

有较强的强心作用，能够提高心肌收缩力及增加心肌

细胞的传导能力。参麦注射液具有调节免疫作用，能

够提高动物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和激活作用。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有较强的

非特异性抗感染作用。参麦注射液有非特异性炎症

抑制作用，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研究表明，参麦

注射液具有较强的抗内毒素作用，提高机体对内毒性

的耐受力，能够改变机体的应激状态，提高机体防御

能力，可抑制早期炎性因子释放，减轻炎性反应对机

体的损害，还能够改善微循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作

用[4-5]。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后急性生理与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氧合指数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治疗后C反应蛋白、降钙素

原、前白蛋白水平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提示参麦注射液能够显著改善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能够抑制机体炎症反应，减

轻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害，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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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前白蛋白水平测定结果(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31

31

治疗前

119±24

120±33

治疗后

52±19

29±21

治疗前

109±28

110±19

治疗后

148±31

162±26

C反应蛋白水平

(mg/L)

前白蛋白水平

(mg/L)

治疗前

6.93±3.11

6.87±2.19

治疗后

1.53±0.89

1.17±0.56

降钙素原

(μg/L)

表1 两组患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和氧合指数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31

31

治疗前

24.1±3.2

24.3±2.4

治疗后

15.6±2.2

12.3±1.8

治疗前

197.3±26.4

196.8±31.0

治疗后

296.3±31.7

195.8±26.6

APACHE Ⅱ(分) PaO2/FiO2(mmHg)

注：1 mmHg=0.133 kPa。

异位甲状腺四例诊治分析
杨东辉，梁敏志，钟兆棠

(高州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广东 高州 525200)

【摘要】 目的 探讨异位甲状腺的临床特征及诊断,以避免其误诊、误治。方法 回顾分析4例异位甲状腺

的临床资料。结果 ① 4例患者均为女性，发病年龄15~36岁，其中1例于甲状腺部分切除术后诱发症状。② 气

管内及舌异位甲状腺多表现为呼吸道阻塞及刺激症状。③ B超示正常甲状腺存在或缺如，核素扫描对异位甲状

腺可显示或不能显示，CT平扫异位甲状腺CT值变化较大。④ 1例经手术切除治愈，1例予甲状腺素口服症状好

转，2例未予特殊治疗。结论 异位甲状腺症状与激素水平改变有关，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单靠B超、CT或核素

扫描不易诊断异位甲状腺，必须相互结合，治疗应个体化。

【关键词】 异位甲状腺；诊断；治疗

【中图分类号】 R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2）11—049—03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4 cases of ectopic thyroid. YANG Dong-hui, LIANG Min-zhi, ZHONG Zhao-ta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People’s Hospital of Gaozhou City, Gaozhou 5252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 and diagnosis of ectopic thyroi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misdiagnosis and erroneous treatment.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 cases of ectopic thyroid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emales aged 15~36 years old, one of which had symptoms caused by par-

tial thyroidectomy. Endotracheal ectopic thyroid and tongue ectopic thyroid were manifested by airway obstruction

and respiratory tract irritation. B ultrasound and Radionuclide scan did not reflect the normal thyroid and ectopic thy-

roid. The CT value was higher in scanning the ectopic thyroid. One patient undergoing excision was cured, another

patient’s symptom was improved through oral thyroxine, and 2 patients were not treated with special treatment.

Conclusion he symptom of ectopic thyroid is related to the alteration of hormone level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ectopic thyroid are varied and non-specific. It is difficult to diagnose the disese only by B ultrasound or Radionuclide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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