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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是近年应用于临床的中药静脉注射液 ,

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本文仅报告其在充血性心力衰

竭治疗中的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近两年住院的有完整资料 ,心功能≥Ⅱ级 (按纽约心功

能分级 )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70例 ,男 58例 ,女 22例 ,年

龄 25～ 80岁 ,平均年龄 56. 5岁 ,病因有冠心病 33例 ,高血

压病 14例 ,肺心病 15例 ,心瓣膜病 3例 ,心肌病 1例 ,心肌

炎 4例。

70例患者分为两组。 40例应用参麦注射液者为观察组 ,

用法是: 参麦注射液 (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生产 ) 30 m L+

5%葡萄糖注射液 250 m L静脉点滴 , 1次 /日 15 d为 1疗

程 ,全部病人均应用 1～ 2疗程 ,若合并有糖尿病则在液体中

按比例加入正规胰岛素。 30例患者为对照组 ,没有应用各种

剂型的麦冬及人参。两组患者的其它治疗均据病情进行。两

组统计处理 t检验。

2　结果

按纽约心功能分级 ,心功能改善Ⅱ级以上者为显效 ,改

善Ⅰ 级者为有效 ,心功能没有改善者为无效。 表 1为两组病

人的治疗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发现参麦注射液有任何副

作用。

3　讨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结果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40例 ) 19 18 3 92. 5%

对照组 ( 30例 ) 11 13 5 80%

P < 0. 05 < 0. 05 < 0. 05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病因是多种因素的 ,多有诱因 ,其中

以感染最常见 ,多为老年人 ,并有各种心律失常 ,肝肾功能不

全等 ,生活质量下降。治疗的措施是解除诱因 ,纠正血液力学

异常 ,缓解症状 ,保护心肌降低死亡率。

参麦注射液具有下列作用: 1. 兴奋垂体 -肾腺皮质系

统 ,使血浆皮质类固醇水平明显提高。 2. 兴奋网状内皮系

统 ,加速内毒素及休克时各种内源性致休克病理物质的吞噬

廓清。 2. 改善心、肝、脑等重要脏器的血液循环 ,增强机体的

耐缺氧能力。 4. 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所以参麦注射可用

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

本文中观察组的显效率、有效率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

照 ( P < 0. 05) ,更进一步证实了参麦的上述某些作用 ,又鉴

于参麦注射液无明显副作用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各种病因的

(尤其是冠心病 )充血性心力衰竭 ,特别是年龄大、抵抗力低 ,

合并各种心律失常或肝肾功能不全者 ,可考虑应用参麦注射

液作为其治疗的辅助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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