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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美特罗替卡松与沙丁胺醇气雾剂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病患者
/4

例临床疗效观察

张
!

令"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医院内科
!

3'''&3

$

!!

"摘要#

!

目的
!

比较沙美特罗替卡松与沙丁胺醇气雾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S)]-

$中重度稳定期的疗效%

方法
!

选取确诊
S)]-

患者
/4

例!随机分为两组!两组均给予化痰'平喘'止咳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吸入沙美特罗替

卡松!对照组吸入沙丁胺醇气雾剂"

!''

#

K

$!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前后血气分析'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Ì T!

$改善情况

以及不良症状!两组疗程均为
&

周%结果
!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气指标动脉血氧分压"

]C)

"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

]CS)

"

$及
Ì T!

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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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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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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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不良反应为
4$"%Q

!观察组不良反应为

!&$.%Q

%结论
!

沙美特罗替卡松疗效优于沙丁胺醇气雾剂!不良反应少于沙丁胺醇气雾剂%

"关键词#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中重度稳定期#

!

沙美特罗替卡松#

!

沙丁胺醇气雾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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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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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可

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与

肺部对香烟烟雾等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性反应有关+

S)]-

主要累及肺脏#但也可引起全身$或称肺外&的不良效

应)

!

*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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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人数呈逐年增多趋势#致残率和病

死率高#给家庭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已成为世界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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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治疗中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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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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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观察其对患者血气及肺功能影响及不良反

应#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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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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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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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本科门诊

或病区住院治疗的稳定期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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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参照
"''.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诊治指南$修订版&/诊断标准进行确诊)

#

*

#严重程度分级为

&!)

级$中重度&#临床分期为稳定期$痰,咳,喘等临床症状

稳定或较轻微&#且过去
3

周内均无下呼吸道感染及
S)]-

急

性加重状况#

3

周内未使用过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前
3&@

内未使用长效支气管扩张剂#

"3@

内未使用短效支气管扩张

剂+将所有患者按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吸入沙丁胺

醇气雾剂
3&

例&和治疗组$吸入沙美特罗替卡松
3&

例&+其

中#男
%"

例#女
33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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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43$%

岁%病程
#

!

#'

年#平均
!4$#

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情,病程等基

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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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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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综合治疗#即化痰,止咳,平

喘$氨茶碱缓释片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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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天
R

氨溴索
#'6

K

#口服#

#

次"

天&%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沙丁胺醇
!''

#

K

#吸入#

"

吸"次#

"

次"天#吸毕以清水漱口%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

用沙 美 特 罗 替 卡 松 $葛 兰 素 史 克 公 司 生 产#批 准 文 号

Z"''/'"3"

&#吸入#

!

吸"次#

"

次"天#吸毕以清水漱口%两组疗

程均为
&

周+

$$'

!

观察指标
!

所有患者在入院当天及治疗结束后分别进行

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Ì T!

&,动脉血氧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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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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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并观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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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数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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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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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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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比较
!

两组患者治疗后
Ì T!

明显优于治疗前#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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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治疗组
Ì T!

与观察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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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
Ì T!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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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治疗前
Ì T!

$

1

& 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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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治疗组
3& !$.!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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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3& !$4/0'$#% !$&#0'$!4

!!

注!与治疗前比较#

C

!

#

'$'%

%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

M

!

#

'$'%

+

/$/

!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比较
!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气指标

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组治疗后血气指标明显优于观察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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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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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后血气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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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治疗后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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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3& 4"$&%0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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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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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治疗前比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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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观察组治疗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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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不良情况比较
!

治疗组不良情况病例数为
#

例#其

中恶心
!

例#心率失常
!

例#头痛
!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Q

+观察组不良情况病例数为
/

例#恶心
"

例#心率失常

3

例#震颤
"

例#头痛
!

例#总发生率为
!&$.%Q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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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不良反应较治疗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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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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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

是一种慢性疾病#给患者带来极大地痛苦+

"''/

年
)̂1-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的
S)]-

药物治疗不能改变

本病的特征性改变为肺功能的长期下降+因此
S)]-

药物治

疗主要是用于减少症状和$或&并发症)

3

*

+

S)]-

治疗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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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长期肺功能下降#预防和治疗急性加重#降低住院率和病

死率#缓解呼吸困难并改善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而目前吸入

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

*

+

"''3

年美国胸科协会和欧洲呼吸

协会颁布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疗指南/亦提出#以吸入型糖

皮质激素与长效支气管扩张剂组成的混合制剂能更有效地改

善患者肺功能#减轻临床症状)

4

*

+沙美特罗为长效扩张支气

管#其作用可维持
!"@

以上+与丙酸氟替卡松联用#在抗炎同

时使同时吸入的
%

"

受体激动剂沙美特罗#持续发挥更强的松

弛支气管平滑肌及减轻支气管痉挛作用+而沙丁胺醇气雾剂

的持续作用时间仅
"

!

%@

#且反复使用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同时也增加了耐受现象+

通过本文结果显示#沙美特罗替卡松作为一种吸入型糖皮

质激素#与长效支气管扩张剂组成的混合制剂及短效支气管扩

张剂在改善患者肺功能$

Ì T!

&,血气分析及不良反应方面治

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可见#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治疗能使
S)]-

中重度稳定期患者肺功能改善#运动耐

量增加#呼吸困难减轻#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且其不良反应

小#更利于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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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该院临床送检各类标本中分离的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分布及耐药情况!为临床抗感染治疗

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法国梅里埃
,:[ <̀

=

>;GGB75

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细菌的鉴定和药敏

试验!用
O@75;?%$3

软件统计革兰阴性杆菌耐药率%结果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分离临床各类标本主要

革兰阴性杆菌
"%"

株!标本主要来源于痰
3.4

份"

3"$.Q

$'尿
##'

份"

"/$4Q

$'前列腺液
!#!

份"

!!.Q

$%居前
%

位

的是大肠埃希菌"

!'%

株$'肺炎克雷伯菌"

%#

株$'鲍曼不动杆菌"

#"

株$'铜绿假单胞菌"

""

株$'阴沟肠杆菌"

!3

株$%主要分布在内科系统的病区!占
&%Q

%产超广谱
%

9

内酰胺酶的菌株对碳青霉烯类'头孢西丁'

%

9

内酰胺酶抑制

剂复合药物'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对其他抗菌药物有较高的耐药率!未检出耐亚胺培南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

胞菌%结论
!

临床医生应关注耐药菌株!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以控制耐药菌株的产生%

"关键词#

!

革兰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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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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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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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阴性杆菌是临床上分离的常见致病菌#近年来#由于

革兰阴性杆菌产生多重耐药#使得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更为困

难+为了解本院临床常见革兰阴性杆菌的特点及耐药性#笔者

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分离的
"%"

株革兰阴

性杆菌的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

药物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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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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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临床住院患

者送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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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共分离出革兰阴性杆菌
"%"

株+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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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B75

细

菌鉴定药敏分析仪#

_-9#"

和
_-9#"̂ U

鉴定试条,

,:[̂9%

和

,:[]*̀%

药敏试条及配套的试剂+

$$'

!

方法
!

标本的处理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操作)

!

*

+

用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O@75;?%$3

软件进行细菌的耐药统计+用大肠埃希菌
,:SS"%/""

,肺炎

克雷伯菌
,:SS.''4'#

,铜绿假单胞菌
,:SS".&%#

做质控+

/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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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标本种类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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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标本中#痰培养
3.4

份#占

3"$.Q

%尿培养
##'

份#占
"/$4Q

%前列腺液
!#!

份#占
!!$.Q

%

分泌物培养
!!&

份#占
!'$4Q

%脓液
#'

份#占
"$.Q

%穿刺液
/

份#占
'$&Q

份%其他标本
""

份#占
!$/Q

+

表
!

!

阴性杆菌在标本中的分离情况

菌株 痰液 尿液 分泌物 脓液 前列腺液 其他

大肠埃希菌
/ &' !! # " '

肺炎克雷伯菌
3# 3 ! 3 ! '

鲍曼不动杆菌
"! # 3 3 ' '

铜绿假单胞菌
!/ ! ' " ' '

阴沟肠杆菌
. " % ' ' '

粘质沙雷菌
& ' ' ' ' '

变形杆菌属
' 3 " ! ' '

其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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