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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临床资料
患者,女, 67a, 于 2000年 5月 9 日,因冠心病并

心衰住院治疗, 住院号 169197, 10% 葡萄糖注射液

250ml(本院自制, 批号: 000410)加盐酸多巴酚丁胺

100mg(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9904062,

2ml�20mg) ,硝酸甘油 5mg (北京益民制药厂,批号:

991204, 1ml�5mg) iv gtt,滴入约 50ml时发生反应,其

症状为上腹部不适、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

颤战、发热。查体:神清、精神差、呼吸平稳、口唇无紫

绀、T38�5 � 、P110 次/ min、HR110 次/ min、BP16/
10kPa,律齐、腹软、肝脾未及。立即停止输液,给予吸

氧, im 爱茂尔 4ml、复方柴胡 4ml, 氨茶碱 0�25g 加
10%葡萄糖 250ml, iv gtt, 5h后体征及症状恢复正常。

上述药液刚配制时澄明,在发生输液反应时, 发现呈

微黄色,放置观察,颜色加深, 有黑色絮状物, 且析出

黑色粒状沉淀,随时间延长而增多。

2 � 讨论

盐酸多巴酚丁胺在酸性中回流和放在空气中加

热均能保持稳定, 遇碱、氧化剂即可氧化分解, 其水

溶液在 pH 为 11~ 13时迅速氧化,产生复杂的氧化

物或聚合物,最终形成深色的聚合物。光照对这一

氧化过程有催化作用
[ 1]
。硝酸甘油在中性和弱酸

性条件下相对稳定, 在碱性条件下迅速水解[ 2]。iv

gt t硝酸甘油注射液使用前必须稀释, 用 5%葡萄糖

或氯化钠注射液, 并彻底混和, 不得直接用作静注,

不能和其他药物混和
[ 3]
。

经核对所用 10%葡萄糖热原检查符合规定、质

量合格。笔者按照护理操作配制药液, 进行实验分

析。结果发现: 10%葡萄糖 pH 值 3�2 ~ 8�0 区间,
分别加入盐酸多巴酚丁胺、硝酸甘油、盐酸多巴酚丁

胺和硝酸甘油, 溶液均无色澄明。在上述加有盐酸

多巴酚丁胺的溶液中, 直接滴入氢氧化钠试液, 即出

现乳白色混浊。用抽取氢氧化钠试液的注射器直接

抽取盐酸多巴酚丁胺, 也出现乳白色混浊。放置后

呈微黄色。

综上所述,该两种药物不宜配伍应用,硝酸甘油

应单独静滴,护理应严格操作规范, 一针一管加药,

避免注射剂交叉污染, 减少医疗纠纷,保证患者用药

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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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验数据本文未给出)。其抗溃疡作用可能与抑

制胃酸分泌和降低胃蛋白酶活性及增强胃肠粘膜防

御机制有关。从中医理论来看, 三合胃药组方对肝

气郁结、气滞血瘀、脾胃虚寒所引致的胃脘痛可发挥

活血通络、温中助阳、消肿生肌、收敛止血和行气止

痛等治疗功效而利于溃疡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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