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药技术的发展,药品的安全性将被大大提高,

现有的处方药品中将近 3/ 4的药品到 2010 年

将作自我药疗使用, 美国 OTC 的未来是光明

的。以后 OTC最重要的来源是处方药品, 还有

新上市就作为 OTC的药品,以及原来的处方药

品发现新的适应证[ 11]后拟作为 OTC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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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

地高辛致伴尿毒症的心衰中毒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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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辛是强心甙类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心

衰。由于其治疗窗狭窄, 个体差异大,治疗浓度

与中毒浓度间又存在着重叠现象, 因此长期应

用极易发生中毒。特别是尿毒症患者可影响其

体内过程, 而引起积蓄中毒。本文对一例尿毒

症患者服用地高辛引起中毒进行分析,提示临

床上对肾功能不全患者在实施给药方案时应结

合对病人的仔细观察和血药浓度监测,以达到

安全有效用药的目的。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 43a,因尿毒症, 引起左心衰,服用

地高辛 0 125mg/ d, 1wk患者出现恶心,呕吐, 全

身乏力, 失眠, 立即停药, 进行血液透析, 于 d2

测得地高辛血清浓度为 3 2ng/ml, d3 仍为

3 1ng/ml。

2 讨论

地高辛在体内主要是经过肾脏进行排泄,

其有效血清药物浓度范围在 0 8 ~ 2 0ng/ml

间,肾功能正常病人的平均半衰期是 1 6d, 在

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病人, 半衰期可长达

5d[ 1]。本病例因患尿毒症,引起肾功能衰竭,故

地高辛的代谢变慢, 半衰期延长, 引起积蓄中

毒;由于尿毒症患者血清蛋白结合药物的能力

降低[ 2] ,游离药物的浓度就会显著升高,从而加

重中毒症状。已知患者肾功能严重减退, 仍按

常规给药,而没有减小剂量或延长给药间隔,也

是导致本例患者中毒的原因之一。

提示:尿毒症患者用地高辛时应谨慎,尤其

是经肾脏排泄的药物更应引起注意, 应减少地

高辛用量,同时必须监测血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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