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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与相互作用�

黄连素片致过敏反应 1例

丁洁卫(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 � 312000)

中图分类号: R975
+ �3 � � � 文献标识码: D � � 文章编号: 1006- 0111( 2002) 02- 0107- 01

1 � 临床资料
患者, 女, 38a, 因腹泻自服黄连素(云南金柯制

药有限公司, 批号 010404) 3 片, 2h 后患者头面部,

颈部,四肢出现粟粒样红色皮疹,瘙痒, 伴胸闷,遂来

我院就诊。体查: T36�9 � , 血常规示: 嗜酸性粒细
胞2�8 � 109/ L ,占 28�2%, 心率 118 次/ m in,律齐,

BP 16�8/ 10kPa( 126/ 75mmHg) ,神志清。考虑为药
物过敏所致。即刻 50%葡萄糖 20m l加 10%葡酸钙

10ml, iv,约 1小时后症状缓解, 皮疹退去。患者在

这期间没有服用过其它药物或食物, 故可确定是黄

连素过敏。

2 � 讨论

黄连素为中成药, 常用于腹泻,其不良反应较为

少见。该反应可能由黄连素片中的杂质引起。黄连

素是非处方药物,患者可由药店直接购买。故在服

用此类药物时也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随时观

察,如有反应立即上医院就诊。

收稿日期: 2001- 0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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