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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分析血栓通注射液的不良反应发生的特点, 促进临床安全用药。方法:收集国内文献报道的 57

例血栓通注射液引起的不良反应病例,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血栓通注射液的不良反应以过敏反应最为常

见,过敏性休克最严重。结论:临床医师应重视对血栓通注射液不良反应的监测,确保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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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栓通是中药三七的提取物,主含三七总皂苷,

其主要成分为人参皂苷 Rg1和 Rb1。血栓通注射液

具有改善脑供血、增加脑灌注、减轻缺血所致病理损

害,降低胆固醇, 抑制血小板聚集, 降低血黏度等多

种作用
[ 1]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缺血性疾病,

如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脑血管病后遗症、内眼病、

眼前房出血、劳累型心绞痛等。在临床应用过程中

亦可见药物不良反应 ( ADR )。笔者对国内近年来

关于血栓通注射液所致 ADR的报道进行整理和分

析,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总库 ( CNK I网络

版 )  与 �维普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1998 ~

2008年的资料, 收集到血栓通注射液的 ADR资料

41篇,涉及医药期刊 21种, 共计 57例。对所检索

的血栓通注射液不良反应进行分类、归纳、总结。

2� 结果

2. 1� 原发病和年龄分布 � 57例 ADR分别发生于

脑梗塞、脑梗塞后遗症、脑动脉供血不足、冠心病、眼

内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的治疗过程中,其中以脑梗塞

为多见,共计 27例, 占 ADR总数的 47. 36%,而老年

人是这些疾病的高发人群, 其次是眼内出血 13例,

占总数的 22. 81%。未发现血栓通注射液使用于说

明书以外的主治病症。

在 57例 ADR病例中,男性 31例,女性 26例; 年

龄最大为 81岁,最小为 17岁, 其中又以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 ( 25例 )居多,占总数的 43. 86%。年龄分布详

见表 1。

表 1� 血栓通注射液致不良反应
患者的年龄分布 ( n= 57)

组别 (岁 ) 男 女

< 20 1 0

20~ 29 1 1

30~ 39 6 4

40~ 49 5 4

50~ 59 7 3

60~ 69 5 10

! 70 6 4

2. 2� 发生时间 � 在 57例 ADR中, 其中 2例 ADR

出现时间不确定, 其余 55例出现不良反应的时间,

最快的为用药后 1 m in
[ 2]
, 最慢的为连续用药 12 d

后
[ 3]
; 用药 1 ~ 7 d内出现 ADR者最多, 占总数的

42. 10%,见表 2。

表 2� 血栓通注射液致不良反应发生时间分布 ( n = 57)

时间 例数 ( n) 百分比 (% )

3范院校 m in 2 3. 51

~ 30 m in 9 15. 79

~ 1 d 15 26. 32

~ 7 d 24 42. 10

~ 12 d 5 8. 77

不详 2 3. 51

合计 57 100

2. 3� ADR类型及临床表现 � 血栓通注射液的 ADR

类型较多,主要是过敏反应, 其次是恶心、呕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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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较为常见。出现不良反应, 经立即停药及对症处

理后均治愈, 未出现后遗症及死亡,见表 3。

2. 4� 用法用量及过敏史 � 57例不良反应的给药方

式为静脉滴注或稀释后静脉推注, qd; 最小剂量

0�56mg /mL, 最大剂量为 7 mg /mL
[ 4]
。溶解液有

0�9%氯化钠注射液、5%葡萄糖注射液和 10%葡萄

糖注射液。血栓通注射液正常剂量为 250 ~ 500

mg,加入 10%葡萄糖注射液 250~ 500mL中静脉滴

注,或者 150mg加入 10%葡萄糖注射液 30~ 40 mL

中静脉推注, 连续给药不超过 15天, 57例 ADR中

有 25例为超浓度使用,占总数的 43�86%。

表 3� 血栓通注射液致 ADR类型及临床表现分布

累及的系统、

器官

发生例次

( n )

百分比

(% )
主要临床表现

过敏反应 32 56 皮肤潮红瘙痒、出现红斑, 荨
麻疹,斑丘疹, 剥落性皮炎,药
疹等

神经系统 8 14 发冷、寒战、头晕、头痛等

过敏性休
克

6 10 短时间内出现皮疹、喉头水
肿、血压下降等

呼吸系统 5 9 喉头水肿、急促、憋气、呼吸困
难等

肌肉、关节 4 7 肌肉、关节疼痛

血液系统 1 2 低血钾

其他 1 2 双眼发痒、眼结膜充血

合计 57 100

本次统计中,有过敏史者 2例, 占 3. 51% ; 无过

敏史者 30例,占 52. 63%; 余者不详, 故是否具高敏

体质者易引发 ADR尚不可知。

2. 5� ADR的治疗及预后 � 此 57例 ADR的治疗及

预后良好,未见死亡病例报道。轻微的不良反应,停

药后即可自愈,必要时可进行对症治疗。出现胸闷、

憋气、呼吸困难等严重不良反应时, 皆立即停药,使

患者半卧位并予以吸氧, 在酌情选用糖皮质激素

(地塞米松 )、抗组胺药 (异丙嗪、苯海拉明、氯苯那

敏等 )及对症处理后, 全部治愈或好转。

3� 讨论

3. 1� 药物原因 � ∀ 血栓通射液主要有效成分为三

七皂苷,皂苷本身具有刺激性
[ 5]
。 # 血栓通注射液

属于中药制剂,成分复杂, 在提取、纯化、精制过程

中难以除尽杂质, 另外在制剂过程中添加的助溶

剂、稳定剂等成为过敏原, 可能是其中某些未知成

分激活了皮肤组织的 H1受体, 而引起组胺释放,

使皮肤反应性增高
[ 6 ]
。 ∃ 该注射液在应用一段时

间后, 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主要由于药物保管不

当等因素所导致, 存放过程中, 由于光照、温度,湿

度等原因会在注射液中产生很多杂质, 形成过敏

原。因此在使用时,要认真询问患者有无过敏史或

家族过敏史,对过敏体质者如需给药,应在用药过程

中密切观察,一旦发生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 采取

抢救措施。

3. 2� 个体差异 � 不同年龄的个体对药物的吸收、分

布、排泄、代谢是不同的。尤其是老年人, 身体状况

差, ADR发生率较高。在 57例 ADR病例中, 60岁

以上的老年患者有 25例,在各年龄组中, ADR发生

率明显高于其他组,这可能与不同人群的发病率和

使用率有一定关系。久病、年老、体弱及肝肾疾病患

者,剂量不宜过大; 在输液时, 滴速切勿过快, 以 50

~ 60 g tt/m in为宜。

3. 3� 输液影响 � 中药注射液由于成分复杂, 在提

取、精制过程中, 某些色素、鞣质、淀粉或蛋白质,

会以胶态形式存在于药液中, 当与输液配伍后, 易

发生氧化或聚合反应, 或由于配伍引起 PH 变化而

析出, 形成不溶性微粒
[ 7]
。因此不宜与其他药物在

同一容器中混合使用。中药注射剂在临床使用中一

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规定进行溶解稀释, 尽量不

要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3. 4� 剂量与浓度关系 � 中药注射液的使用有其安

全范围, 加大剂量, 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

大
[ 8]
。在 57例 ADR中有 25例为超浓度使用,占总

数的 43. 86%。因此要杜绝医生随意增大剂量来增

大药效的错误观点。因此对药物的剂量、浓度要严

格控制, 特别是久病、年老、体弱及肝肾疾病患者。

在临床使用中应该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个体

化给药,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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