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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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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在服用对乙酞氨基酚的同时加服

甲硫氨酸
,

这样可以起到预防中毒的作用
。

�
�

采用复合制剂

目前
,

国外为 了进一步减少服药的麻烦
,

有效地防止中毒发生
,

已研制出了对 乙跳氨

基酚与甲硫氨酸的复合制剂
,

正逐步进入临

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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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2

氨茶碱的不同给药方法与血药浓度
、

疗效的关系

落定及巾臼叮宪( 匕海 2O1S0(, )
内 科

药剂科

李 真

朱蓓德

顾 福敏

金循槐

氨茶碱是常用的治疗支气管哮喘的有效

药物之一
。

价廉
,

被临床广泛应用
。

其有效

血浓度为 下一 20 u g /m l[
’〕

。

目前临床常规用法

是 0
.19/ 次

,
s 次/ 日或O

。

2 5 9 + 1 0
% gS

5 o 0
In l

静滴
。

以上用法
,

疗效欠佳
,

影响了氨茶碱

临床应用
。

为此我们对本院住院病人氨茶碱

的三种不同用药方法进行了血药浓度测定和

疗效的观察
,

以便选择更好的用药方法
,

发挥

药物的最大效应

研究对象

本院 19 92年 12 月至 1993年4月内科应用

氨茶碱的住院病人共21 例
,

其中男 14 例
,

女 了

例
。

平均年龄65
.6岁

,

平均体重50
。

7 k g

。

选

择病人时避免同时应用影响氨茶碱血浓测定

的药物
。

给药方式

第一组为氨茶碱 口服 。
。

19
ti

d7 例
,

第二

组为氨茶碱口服 0
.29 ti d7 例

,

第三组为氨茶

碱静滴 。
。

2 5 9
+ 1 0

%
g s

2 5 0
m l

,

平均滴 3
。

o h

7 例
。

标本采集及洲定方法

口服组在用药 4d性右
,

平 均 为 4
。

0 士

0
.
5d (药物在体内分布处于平衡状态)

。

测定

当天第二次服药后Zh静脉采血测定血浓度
。

静滴组在用药 Z d 左右
,

平均 2
。

o 士。
.
ld

。

滴

毕立即静脉采血
。

应用紫外分光光度法t2l 测

定氨茶碱血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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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定

评定标准 1.主诉气喘明显好转
。

2

.

体位由不能平卧到能平卧
。

3

.

口唇
、

四肢未梢紫绪减轻
。

4

.

二肺哮鸣音明显减少
。

显效
:
符合上述四项指标

。

有效
:
符合四项中二项或二项以上指标

。

无效
:
四项指标均无改善

。

结果

1。 血浓测定 n
二
21

日服组 0.19 ti d 7 例 x 士S D 6
。

4
33 士 2

.
637

口服组 o.Z g ti d 了例 x 土
sD

16
.
4 g 士4

.
203

峥滴组 0.肠g + 10 % 9 5 250 m 1 7 例 x 士S D 13
.
08 士3

.
叨

< 0
。

0 1

P <
0

.

0 1

一
PP

一

\/\/

P > O

2
.

口服组 0 。

l
gt id

7 例中平均血浓6
.
拐

ug/m l
,

其中5例临床治疗无效
。

O

。

2 9 ti d 7 例

中平均血浓 16
.
49 叹/m l

,
7 例全部有效(显

效)
。

二种刘最为血浓度有 极显著差异 (p <

0 .0 1)
3 . 静滴组 0

.259 十 10 % g s 2 5 O m l7 例平

均血浓 13
.08u岁m l

,

6 例有效(显效)
,

1 例无

效
。

与0
.29 tid 组二种刘量的血浓度无显著

羊异(p > 0
.05 )

。

与 。
。

1 9 ti d 组二种剂是的

血浓度有极显著差异(p < 0
.0 1)

。

4

.

血浓与药物疗效的关系
:

显效者平均血浓为 14
.
74协留m l

。

有效者平均血浓为 13
.
27 件岁m lo

无效者平均血浓为 7
.
35 卜岁m !

。

与文献提到 的有效血浓 丁一20 ug/m l基

本相符
,

表明疗效与药物的剂量
、

血浓密切相

丫:

氛莽碱的不 同给药方法与血农
、

疗效的关 系n 二 2 1

血药浓女

苍方泣 倒线
7 7~ 1() 」

_
目~ 2 0 > 2

门

肠宋疗 址

显效 育效 泛
有效夕苏

一
一

�几。了L�t
p
一,
.J公

叮

一‘,
、

口
叫一rOl f比9川�。33一

��
一

�

。
��
,、

一尸。口
‘

廿

飞
〕
0

1、.

之ti
、

1

H

v 门 .览二

弓 二 f
一

,

.
J 门 6

口
1 州

讨论
1. 根据氨茶碱不同给药方法的血 浓 度

测定和临床疗效观察
,

氨茶碱 0
.29 口服组平

均血浓度 16
。

4 9 终幻m l
,

明显高于0
.19 口服组

平均 6
.
43 E-Lg / m l 的血浓度

,

其临床有效率明

显大于 0
.19 口月及组

。

而氨茶碱0
.
25 9 静 滴

组平均血浓度与 13
.0即g/ m l与0

.29 口 服 组

血浓度无明显差异
,

临床疗效亦相近
,

说明

临床疗效与血药浓度有密切关系
。

0

.

29
口服

组的平均血浓度基本符合近年通过药代动力

学研究了解到的氨茶碱治疗有效血浓 度 丁一

卫。协创m l
,

而 以往临床常用氨茶碱 0
.
19

,

3 次
、 ’

日口服组血浓 变显然偏低
,

剂怪偏小
。

本文

提示给病人 0.2 9 氨茶碱 口 服
,

可以达到与

0259静滴的相同疗效
。

2

。

本文所有病例均为随机抽样内 科 住

院病人
。

虽选择病例时避免同时应用影响氨

茶碱血浓度测定的药物
,

但考虑到病情轻重

下同等个体差异因素
,

在有条件的单位
,

进

行氨茶碱血浓度测定
,

对指导临床用药具有

实际意义
:
本文仅部分病例分析

,

有待更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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