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2克泻灵胶囊总生物碱中槐果碱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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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1槐果碱在乙醇中溶解性较好，本试验采用乙醇提取供

试品，经测定提取的较完全。提取回收率可达到98．2％。

3．2槐果碱乙醇液在200—700 nln问扫描，在(206 4-1)m

处有最大吸收，故本研究选用206 nm作为测定波长。

3．3本法测定结果准确，重现性和回收率也较满意，BSD

(％)满足测定要求。因此可做为克泻灵胶囊苦豆草总生物

碱中槐果碱的含量测定方法。但槐果碱乙醇溶液稳定时间

较短，测定时必须迅速操作。本法分离效果满意，仪器要求

也不太高，便于推广使用，适用于基层单位检验测定。本试

验同时测定了3批克泻灵胶囊的槐果碱含量，结果每粒含量

均不少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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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巴马地区长寿老人心电图的特点，提高长寿老人心脏疾病的诊治水平。方法采

用6511型单导心电图机对120例(共157例次)90一113岁老年人进行床边常规12导联描记。结果发现异

常心电图78例，占总数65．00％，其中两项异常38例，占总数31．66％。结论长寿老人中以s，I'-T改变位居

第一，其余依次为房性早搏、左室高电压、室性早搏。

[关键词]长寿老人；心电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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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lectrocardiogram in 120 longevity elderly in Bama area Sill Wen，LIANG五7嘶，LU Ze-ping，ef

a1．The Jiangbin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electrocardiogram(ECG)in the longevity elderly in Bama ar-

ca，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ddedy’heart—disease．Methods Bedside routine

the 12-lead ECG in 120 longevity elderly，a9090 to 113 years。were examined by the6511 single-lead ECG machine．

Results The abnormal ECG were found in 78 C88es，accounted for 65％，of them two abnormal were found in 38 ca．

瞄，accounted for 31．66％．Conclusion In abnormal ECG in the longevity elderly，the ST-T change ranks in the

first position，followed successively by atrial premature beats，left ventricular high voltage and ventricular premature

万方数据



·182·

beats．

[Key words]Longevity elderly；Electrocardiogram(ECG)；Analysis

我国已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随老年人寿命的延长，长

寿老年人口比例已逐年增长，所以对老年医学的研究也越来

越重视。为了解长寿老人心电图特点，为老年心脏病的防治

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我们2005—2007对广西巴马地区长

寿老人120名(157例次)心电图检查结果，并结合临床上检

出的心血管危险因子(依次为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

三脂血症、高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和低高密度脂蛋白

血症)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l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120名均为巴马地区长寿老年人，年龄90

一113(94．48±5．66)岁，男18名(占19．04％)，女102名(占

80．96％)，均为山区农民。

1．2方法120名长寿老人均为现场床边心电图检查，使用

日本光电公司生产的6511型心电图机，常规描记12导联心

电图并进行分析。

2结果

120名长寿老人的心电图分析结果见表1。主要异常心

电图改变为：鲫．T改变占第一位，其余依次为房性早搏、左室

高电压、室性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右束支传导阻滞、窦性心

动过缓、I度房室传导阻滞、窦性心动过速、房性心动过速、

房颤等。

表1 120名(157例次)长寿老人心电图检查结果

3讨论

120名长寿老人的心电图主要表现为：

3．1 ST-T改变本组长寿老人异常心电图中以S1'-T改变

为多见，共53例，占总例数的44．16％，较王雯、邹阳春⋯统

计的48．3％低，可能与本文统计长寿老人人群的年龄有一定

的关系。发生sT．T改变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组

织器官发生老化，而引起心肌氧的供需失衡，这多属于生理

性的增龄变化嶂J。刘梓荣等认为ST-T改变是随着年龄增长

最多见的心电图改变，原因与老年人多发病高血压、左心室

肥厚、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等有关。本组120例长寿老人中高

血压50例(占41．66％)，血脂代谢异常35例(占29．17％)，

高血糖10例(占8．3％)，陈旧性心肌梗塞5例(占4．16％)。

说明部分长寿老人存在冠心病危险因素或伴随有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而导致心电图ST．-T的改变。也有认为S1--T改变

主要与老年人的心肌组织硬化有关。心肌组织硬化，影响心

脏收缩功能，搏出量减少；动脉腔变窄，血流速度变慢，血流

量减少，造成心肌相对缺血，影响心肌细胞的复极，致使心电

图sT段呈缺血型降低(ST段与R波夹角t>90。)，T波低平，

双向甚至倒置。

3．2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也是长寿老人中常见的心电图改

变之一，从表中也可以看到长寿老人心电图改变以房性早

搏、室性早搏、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心动过速、房颤等为多见。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心律失常发生率明显增高，老年人

心脏窦房结和传导系统可发生老化和退化，这种老化和退化

的组织学改变属生物老化现象。老年人机体内环境稳定机

理降低，对体液及电解质急剧变化适应能力差，易造成电解

质紊乱【3】，因此，各类心律失常在老年人中常见。房早、室早

发生率分别为11．7％及7．9r7％，与李军丽H’统计的房早、室

早发生率分别为12．1％及10．2％略低；而略高于王雯、邹阳

春⋯统计的10．2％及7．O％。

3．3左室高电压及左心室肥厚 本组发生率为14．01％

(32／157)。由于老年人肌体组织、器官形态和生理功能逐渐

发生衰退，老年人心肌间质的胶原蛋白弹性及硬蛋白随增龄

增加，引起主动脉及较大血管的弹性降低，细动脉管壁与管

腔比值增大，血管扩张性降低，外周阻力增大，心输出量增

加，而使心室负荷增加而发生心电图改变。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

变，巴马长寿老人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子患病率均较80年

代明显升高，由此是否会带来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和病死率

的逐年升高而影响其寿命目前仍不得而知。而心电图诊断

是心脏疾病最为经济、简便和实用的检查方法，其检出率高，

重复性强，同时又是早期诊断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手段。但从

本组结果来看，注重长寿老人的定期健康体检对预防和干预

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对长寿老人心脏疾

患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已是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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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门诊、急诊处方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以规范抗菌药物应用，提高临床应用抗

茵药物水平。方法随机抽取我院2008-01—2008-04月份门诊、急诊处方5 072份，进行了抗菌药物统计分

析。结果抗菌药物使用率为钙．28％，联用占抗菌药物处方数的46．27％，其中不合理联用占28．30％。结

论在门诊、急诊中抗菌药物有待强化合理应用。严格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联合颁布

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来规范和约束抗菌药物使用，促进我院门诊、急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水平的

提高。

【关键词】 医院门诊；急诊处方；抗菌药物；统计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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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gts in 5072 out patient and emergency prescHptiosn

SONG Zheng．The Second People’5 Hospital，Yulin Guangxi 537000，China

[Abstract] Objedive To analyze the u舱statius of antimierobial agents in hospital out—patient and emergen-

cy presedptious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use of antimicmbial agen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ntimierobial agents．Methods 5 072 prescriptions of hospital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January 2008 to April．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W88 performed．Results The antinfierobial a·

gent utilization rate Wma 48．28％．The prescriptions of combined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ccounted for 46．27％of

antimicmbial agents prescripti0118，of which the prescriptions of unreasonable combined use accounted for 28．30％．

Conclusion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antibiotics should be strengthened．The use of

antimicmbial agents should to be strictly regulated and constr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clinical use of antimicrobi·

al drugs gIliding principles”jointl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General Logistics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improve

our hospital level of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reasonable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Key words】Hospital out—patient；Emergency prescription；Antibiotcs；Statistical analysis

根据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及<广西壮

族自治区医疗机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规范》的文件精神，为

提高医疗质量，规范用药行为，使药物更加安全、有效、经济、

合理地为患者服务，笔者对我院门诊及急诊应用抗菌药物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指导参

考，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使抗菌药物的使用做到安全、有

效、经济。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随机抽取我院门诊及急诊2008-01-01—2008-

04-30的处方5 072份，从中筛选出抗菌药物处方2 449份，

使用率为48．28％。

1．2方法对2 449份处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1)门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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