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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支气管舒张试验的不良反应并探讨其安全性%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 "$%;*$7 <

"$%'*%" 该院的 % %$& 例行支气管舒张试验的受试者进行不良反应评价"主要包括一般临床资料&不良反应的

症状及其程度&处理措施&恢复情况及是否空腹等% 结果!%=" 例#%%>&?$受试者发生 %## 个不良反应"其中

"% 例同时发生 " <= 个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以神经肌肉系统症状发生率最高"其次为心血管症状% 其中双手

震颤 @; 例"心动过速 =7 例"发生率分别为 @>"?&=>"?% 空腹组出现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非空腹组高"其中

双手震颤与心动过速在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A$>$$='

!

"

A#>#";"!A$>$%&$% 轻度和

中度不良反应分别占 '=>&?和 %7>%?"无重度不良反应% 结论!支气管舒张试验可引起不良反应"但大多是

轻度不良反应"支气管舒张试验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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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舒张试验是临床常用的肺功能检查方法

之一"通过给予支气管舒张药物进行治疗"观察阻塞

气道舒缓反应"从而判断气道可逆性(%)

% 支气管舒

张剂以吸入型速效
!

"

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最为常

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可能诱发或加重

患者不适"甚至发生并发症% 国内外有关支气管舒

张试验不良反应报道较少% 本研究对支气管舒张试

验的受试者的不良反应进行分析"旨在更准确地阐

明其安全性% 现报道如下%

;2对象与方法

;<;2研究对象2选择 "$%;*$7 <"$%'*%" 在我院就

诊临床怀疑有气流阻塞的患者 % %$& 例"诊断为哮喘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例"慢性咳嗽 @@7 例"

胸闷待查%=@例"呼吸困难查因%";例%所有受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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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排除检查禁忌证(%"")

"于安静状态下测定基础肺

功能后行支气管舒张试验"其中男 #%= 例"女 #&7 例"

年龄为 %= <'&#@'>" [%;>;$岁"可分为四组(=)

!少

儿组#%= <%;岁$%#%例"青年组# \%; <@$ 岁$=%7 例"

中年组# \@$ <7# 岁$=&7 例和老年组# \7# <'& 岁$

"@7 例% 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2方法

%>">%!支气管舒张试验!所有受试者测试前休息

%$ <"$ +-4"详细了解病史"尤其是有无支气管舒张

剂过敏史及严重心脏病史"试验前停用相关药物

#如吸入型短效
!

"

受体激动剂停用 ' 0"短效胆碱

能受体拮抗剂停用 "@ 0$

(%)

% 采用德国耶格公司生

产的UDWH)BWXB))Y系列肺功能仪测定基础肺功

能"之后吸入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

"

5#商品

名万托林"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规格 %$$

"

5F揿 ]

"$$ 揿$"每吸间隔 =$ G"休息 %# +-4 后再次复查肺

功能(%)

% 肺功能检查均由同一人操作% 比较用药

前后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Z

%

$数据的变化%

%>">"!肺功能检查结果判断标准!肺通气功能障

碍的类型分 = 种!#%$阻塞性通气障碍% 指气道阻塞

引起的通气障碍"以 )̂Z

%

F̂ZX低于预计值的 &"?

为标准% #"$限制性通气障碍% 由胸肺扩张受限引起"

以 ẐX低于预计值的 '$?为标准% #=$混合性通气障

碍% 兼有上述两种表现% 肺通气功能障碍的程度依照

)̂Z

%

占预计值?分为 # 个级别!轻度#

!

;$?$&中

度#7$? <7&?$&中重度##$? <#&?$&重度#=#? <

@&?$和极重度# _=#?$

(")

%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

标准为 )̂Z

%

用药后较用药前增加
!

%"?且绝对值

增加
!

"$$ +.

(%)

%

%>">=!不良反应记录!采用统一的不良反应问卷

记录受试者的感受"包括一般临床资料&不良反应的

症状&程度&处理措施&恢复时间及是否空腹等% 不

良反应症状主要包括神经肌肉系统症状#双手震颤&

头痛&头晕&虚脱及晕厥$&心血管症状#心动过速&

心悸$及咽喉部症状#咽干&咽痒&咽痛$等% 不良反

应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轻度指静坐或平卧休

息后即可恢复"无需临床干预'中度指需要临床干预

如吸氧等"但不需紧急抢救'重度指需要临床紧急抢

救% 处理措施包括静坐或平卧休息&肢体按摩&饮温

水&适当进食及吸氧等% 恢复时间分为 %$ +-4 以

内&%$ <=$ +-4及 =$ +-4以上%

;<>2统计学方法2应用 W 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G[3$表示"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或连

续性校正的
!

" 检验或 -̂G0JK确切概率法% !_$>$#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肺功能及支气管舒张试验结果2按肺通气功

能障碍类型分为肺通气功能正常 #7 例"阻塞性通气

障碍 '@# 例"混合性通气障碍 "$' 例'按肺通气功能

障碍程度分为正常 #7 例"轻度障碍 ;" 例"中度障碍

@'& 例"中重度障碍 =%' 例"重度障碍 %%= 例"极重度

障碍 7%例'按支气管舒张试验结果分为阳性 7#" 例"

阴性 @#; 例%

=<=2总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2% %$& 例受试者中"

%=" 例#男 #; 例"女 ;# 例$出现了 %## 个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 例同时出现 " <= 个不良反应"

以神经肌肉系统症状发生率最高"其次为心血管和

咽喉部症状"其中双手震颤 @; 例#@>"?$"心动过

速 =7 例#=>"?$%

=<>2不同因素对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影响

">=>%!性别&年龄对不良反应的影响!本研究 #%=例

男性受试者中出现双手震颤 "$ 例"头痛 %' 例"头晕

# 例"心动过速 %@例"心悸 =例"咽干 @ 例"咽痒 " 例"

虚脱及晕厥 % 例'#&7 例女性患者中双手震颤 "; 例"

头痛 %= 例"头晕 %@ 例"心动过速 "" 例"心悸 ; 例"

咽干 " 例"咽痒 " 例"咽痛 % 例% 各不良反应在不同

性别发生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本研究中发生不良反应的少儿组 %% 例#;>=?$"青

年组 #$ 例#%#>'?$"中年组 #" 例#%=>%?$"老年

组 %& 例#;>;?$% 各年龄组间各种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肺通气功能障碍类型&程度及气道可逆性对不

良反应的影响!不同肺通气功能障碍类型患者各种不

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见表 %% 不同肺通气功能障碍程度患者各种不

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 见表 "%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组与阴性组

患者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相比较"差异也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见表 =%

">=>=!是否空腹对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空腹

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非空腹组高"其中双手震颤

与心动过速在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_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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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肺通气功能障碍类型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肺通气
功能类型

例数
神经肌肉系统症状 心血管症状 咽喉部症状

双手震颤 头痛 头晕 虚脱及晕厥 心动过速 心悸 咽干 咽痒 咽痛

正常 #7 @#;>%$ "#=>7$ $#$>$$ $#$>$$ =##>@$ %#%>'$ %#%>'$ %#%>'$ $#$>$$

阻塞 '@# =%#=>;$ "=#">;$ %##%>'$ $#$>$$ "@#">'$ ;#$>'$ =#$>@$ "#$>"$ %#$>%$

混合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

#

$>%$#

#

$>%%&

#

%>$$$

#

!注!

#采用 -̂G0JK确切概率法

表 "!不同肺通气功能障碍程度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肺通气
功能程度

例数
神经肌肉系统症状 心血管症状 咽喉部症状

双手震颤 头痛 头晕 虚脱及晕厥 心动过速 心悸 咽干 咽痒 咽痛

正常! #7 @#;>%$ "#=>7$ $#$>$$ $#$>$$ =##>@$ %#%>'$ %#%>'$ %#%>'$ $#$>$$

轻度! ;" =#@>"$ "#">'$ =#@>"$ $#$>$$ %#%>@$ $#$>$$ $#$>$$ %#%>@$ $#$>$$

中度! @'& "$#@>%$ %"#">#$ ##%>$$ $#$>$$ %&#=>&$ @#$>'$ =#$>7$ %#$>"$ %#$>"$

中重度 =%' %##@>;$ %$#=>%$ 7#%>&$ $#$>$$ '#">#$ =#$>&$ %#$>=$ $#$>$$ $#$>$$

重度! %%= =#">;$ @#=>#$ =#">;$ %#$>&$ =#">;$ %#$>&$ $#$>$$ %#$>&$ $#$>$$

极重度 7% "#=>=$ %#%>7$ "#=>=$ $#$>$$ "#=>=$ %#%>7$ %#%>7$ $#$>$$ $#$>$$

! (

$>'%=

#

$>&"#

#

$>%77

#

$>";"

#

$>;="

#

$>;$$

#

$>='7

#

$>$'%

#

%>$$$

#

!注!

#采用 -̂G0JK确切概率法

表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组与阴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神经肌肉系统症状 心血管症状 咽喉部症状

双手震颤 头痛 头晕 虚脱及晕厥 心动过速 心悸 咽干 咽痒 咽痛

阳性组 7#" =$#@>7$ %'#">'$ %$#%>#$ %#$>"$ "%#=>"$ ##$>'$ @#$>7$ "#$>=$ $#$>$$

阴性组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a

%>$$$

a

%>$$$

a

$>@%"

#

!注!

a采用连续性校正的
!

" 检验"

#采用 -̂G0JK确切概率法

表 @!是否空腹对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影响比较!*"?#$

组!别 例数
神经肌肉系统症状 心血管症状 咽喉部症状

双手震颤 头痛 头晕 虚脱及晕厥 心动过速 心悸 咽干 咽痒 咽痛

空腹组! @&7 =%#7>=$ %'#=>7$ %"#">@$ %#$>"$ "=#@>7$ ;#%>@$ @#$>'$ %#$>"$ $#$>$$

非空腹组 7%= %7#">7$ %=#">%$ ;#%>%$ $#$>$$ %=#">%$ =#$>#$ "#$>=$ =#$>#$ %#$>"$

!

"

( '>&#$ ">"&# ">7#; ( #>#"; %>7;' $>@#" $>$'# (

! ( $>$$= $>%=$ $>%$=

$>@@;

#

$>$%&

$>%&#

a

$>#$%

a

$>;;%

a

%>$$$

#

!注!

a采用连续性校正的
!

" 检验"

#采用 -̂G0JK确切概率法

=<?2不良反应者的程度&处理方法及恢复时间比较

本研究中 %=$ 个不良反应者经静坐或平卧休息即可

恢复"为轻度不良反应"占 '=>&?#%=$F%##$'"# 个

不良反应者经临床干预后可恢复"为中度不良反应"

占 %7>%?#"#F%##$'无重度不良反应% "# 个中度

不良反应的情况如下!; 例患者出现明显双手震颤"

指导其缓慢活动肢体&行肢体按摩'7 例出现明显心

跳加快&心慌"立即嘱休息&平静呼吸"观察心率变

化'; 例出现了 % <= 个咽喉部症状"共 %% 个不良反

应"饮温水后缓解'%例 ';岁老年男性出现虚脱&冷汗

及一过性晕厥"立即予平卧休息&肢体按摩&保暖&饮温

水&含服糖块及低流量吸氧等处理后症状好转'无受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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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急救处理% %## 个不良反应中"&%>7?#%@"F%##$

在 %$ +-4内恢复"'>@?#%=F%##$在 %$ <=$ +-4 恢

复"无受试者需 =$ +-4以上才可恢复%

=<@2所有受试者的最终诊断结果2研究后期随访

结果显示"诊断为典型哮喘 =@$ 例"咳嗽变异性哮喘

%@# 例"胸闷变异性哮喘 "7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例"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7 例"嗜酸粒细胞性

支气管炎 =% 例"慢性支气管炎 "= 例"%@= 例患者失

访#失访率为 %">&?$而未能确诊%

>2讨论

><;2支气管舒张试验中吸入型速效
!

"

受体激动剂

沙丁胺醇最为常用% 沙丁胺醇是一种高度选择性

!

"

受体激动剂"主要激动呼吸道
!

"

受体"舒张支气

管平滑肌&增强纤毛摆动和清除呼吸道分泌物"还能

抑制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脱颗粒"减少炎症介

质的释放(@ <7)

'但在其使用过程中患者可能出现不

适"故本文对其不良反应进行分析%

><=2本研究结果显示"支气管舒张试验主要引起神

经肌肉系统症状&心血管症状和咽喉部症状三类不

良反应% 第一类是神经肌肉系统的不良反应"主要

出现震颤&头痛&头晕"严重者出现虚脱&晕厥% 震颤

主要是由于沙丁胺醇激动骨骼肌慢收缩纤维的
!

"

受体"破坏快慢收缩纤维间的协调"影响骨骼肌兴奋

收缩耦联"从而导致肌肉震颤"好发于四肢和颜面

部(#";)

'头痛&头晕是由于沙丁胺醇激动血管
!

"

受

体使外周血管扩张&血压下降(#)

"从而导致脑供血

不足"严重者可致虚脱&晕厥等% 对于双手震颤的患

者"应指导其缓慢活动肢体&行肢体按摩"避免长时

间保持同一姿势'对于头痛头晕者"可嘱其休息&避

免突然起身&预防跌倒'对于一过性虚脱&晕厥者"立

即予平卧休息&保暖&饮温水&含服糖块及低流量吸

氧等处理% 第二类是心血管系统的不良反应"主要

有心动过速&心悸% 沙丁胺醇在治疗剂量可能兴奋

心脏
!

%

受体"增加心肌收缩力&加快心率(#)

% 对于

主诉心跳加快&心慌者"应立即予平静呼吸&避免精

神紧张"注意观察心率% 第三类是咽喉部的不良反

应"主要有咽干&咽痒&咽痛"可能与沙丁胺醇气雾剂

对咽喉部的局部刺激有关% 此类患者无需特殊处

理"适当饮温水&湿润咽喉部即可%

><>2本研究发现"受试者空腹状态下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非空腹者"其中双手震颤与心动过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可能是由于空腹时受试者对

药物反应的敏感性增强"一方面可能是空腹状态下

机体代谢较弱"外界刺激给予机体一个+觉醒,状

态"即压力源的作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生理变化"大

量肾上腺素进入血液"导致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等交

感神经兴奋症状'另一方面可能是空腹者易出现低

血糖反应"脑组织得不到足够的能源供应"再加上部

分患者高龄&体质较差"故极易造成心慌&头晕&虚脱

甚至晕厥等不适(')

%

><?2本研究发现不良反应的发生与性别&年龄&肺

功能障碍类型&程度及气道可逆性均无明显相关"提

示所有患者均可能发生不良反应"临床工作中应事

先向每位患者交代可能出现的不适"切忌疏忽大意%

今后也可进一步增加样本量以验证上述结论或找出

易感人群类型%

><@2沙丁胺醇还可引起心律失常(&"%$)

&低钾血症(%%"%")

&

高乳酸血症(%=)及肌阵挛(%@)等其他不良反应% 本研

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记录的是受试者的主观感受"

而未监测心电图&血钾&血乳酸等客观指标"从而提

示检查前需详细了解病史"注意有无严重心功能不

全&消化道或肾脏疾病"并实时监测上述指标的变化%

><A2本研究事先对所有受试者进行了病史初筛"检

查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故最终观察到的大多

数为轻度不良反应"保证了支气管舒张试验的安全

性% 但在临床工作中对于可能发生心脏不耐受或肌肉

震颤的高危患者"可将沙丁胺醇酌情减量至 "$$

"

5"同

时将肺功能室设置在易于抢救的地方"配备相应抢

救药物&设备和医护人员(%"%#)

%

综上所述"支气管舒张试验可引起不良反应的

发生"主要表现为震颤&心动过速等"空腹者发生率

更高% 但不良反应大多轻微"受试者多数能耐受%

所以"只要临床严格掌握检查指征"及时有效地处理

不良反应"支气管舒张试验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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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人工全膝关节置换联合螺钉治疗重度膝内翻畸形合并胫骨平台沉降的临床疗效%

方法!"$%7*$' <"$%&*$% 收治 %% 例#%7 膝$内翻畸形合并胫骨平台沉降患者"均为女性"采用人工全膝关节

置换手术治疗% 根据n线片比较术前和术后膝内翻角度"应用术前膝关节学会评分系统#gWW$临床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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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gWW临床评分为#';>== [#>@"$分"功能评分为#'&>@# [#>&@$分"膝关节BdU为#%$;>#@ [%$>7'$o"

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_$>$#$% 结论!对于膝内翻畸形合并胫骨平台沉降患者"人工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下肢力线恢复良好"螺钉联合骨水泥支撑小面积胫骨平台沉降"膝关节活动度&稳定性及功能恢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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