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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前列甲酯栓联合酚妥拉明治疗产后尿潴留的疗效观察 

张菊苏，孙红霞 
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科，河北 武安  056300 

摘  要：目的  探讨卡前列甲酯栓联合酚妥拉明治疗产后尿潴留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武安市

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产后尿潴留患者 92 例，按治疗方案的差别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6 例。对照组肌肉注射甲磺酸

酚妥拉明注射液 10 mg；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舌下含服卡前列甲酯栓 1 mg，药物融化后缓慢吞咽，若 60 min 后仍排不出

尿液者，重复上述治疗 1 次。观察两组的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的尿潴留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2.61%、95.6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尿潴留消失时

间及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卡前列甲酯栓联合酚妥拉明治疗产后尿潴

留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缩短尿潴留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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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arboprost Methylate Suppositories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in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ZHANG Ju-su, SUN Hong-xia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Wu’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Wu’an 056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arboprost Methylate Suppositories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in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Methods  Patients (92 case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in Wu’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14 to July 2015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treatment pla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and each group had 46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m administered with Phentolamine Mesylate 
Injection, 10 mg.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ublingual administered with Carboprost Methylate Supposit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1 mg, the drug was slowly swallowed after drug thawing, and the treatment was repeated for one time if urine cannot 
still be excreted after 60 min.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urinary reten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82.61% and 95.65%,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urinary reten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Carboprost Methylate Suppositories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ha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and can shorten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urinary reten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which has a cert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Carboprost Methylate Suppositories; Phentolamine Mesylate Injection; postpartum urinary retention; disappearance time 
of urinary retention 
 

产后尿潴留指的是在产后的6～8 h因排尿功能

暂时发生障碍导致部分或全部尿液不能从膀胱中排

除，这不仅对子宫的收缩功能带来影响，还会导致

阴道流血增多，这也是导致产后泌尿系统感染的重

要因素[1]，严重时可导致膀胱破裂以及产后大出血

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因此，及时、有效的恢复患者

的排尿功能对于促进患者恢复极为重要。临床上对

其治疗常采用开塞露纳肛、诱导排尿法以及肌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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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新斯的明等，但临床疗效都不是很好。酚妥拉明

具有舒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以及改善微循环等作

用[2]。卡前列甲酯栓具有提高膀胱肌肉及血管平滑

肌兴奋性，可以使膀胱黏膜以及逼尿肌充血的血管

发生收缩，促进尿液的排出[3]。基于以上药物的作

用，本研究对产后尿潴留患者给予卡前列甲酯栓联

合酚妥拉明进行治疗，取得满意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武安市第一人

民医院收治的产后尿潴留患者 92 例为研究对象，年

龄 23～36 岁，平均（27.82±3.52）岁；初产妇 49
例，经产妇 43 例。 

入选标准：（1）均为阴道顺产患者；（2）产后

6～8 h 不能自行排尿，并经过泌尿外科专家会诊确

定为尿潴留者；（3）给予膀胱按摩、热敷、开塞露

纳肛等方法仍不能排尿者；（4）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2  药物 

卡前列甲酯栓由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规格 1 mg /枚，产品批号 140312；甲

磺酸酚妥拉明注射液由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规格 1 mL∶10 mg，产品批号 D140610。 
1.3  方法 

所有患者按治疗方案的差别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每组各 46 例。其中对照组年龄 23～35 岁，平

均（27.64±3.44）岁；初产妇 24 例，经产妇 22 例。

治疗组年龄 24～36 岁，平均（27.63±3.42）岁；初

产妇 25 例，经产妇 21 例。 
对照组肌肉注射甲磺酸酚妥拉明注射液 10 

mg；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舌下含服卡前列甲酯栓

1 mg，药物融化后缓慢吞咽，嘱患者在用药后 30 min
和 60 min 时进行排尿，若 60 min 后仍排不出尿液

者，重复上述治疗 1 次。 
1.4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4] 

应用药物 30 min 后，产妇可以自行排空膀胱者

为痊愈；用药 30～60 min 后，产妇可自行排尿，但

仍有一定的尿量残余为有效；用药 60 min 后依然不

能自行排尿者为无效。 
总有效率＝（痊愈＋有效）/总例数 

1.5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尿潴留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

并进行比较。 
1.6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肝肾功能、心率、

血压等不良反应情况。 
1.7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变

量分析使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选用 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痊愈 23 例，有效 15 例，总有

效率为 82.61%；治疗组痊愈 32 例，有效 12 例，总

有效率为 95.6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ie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痊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46 23 15 8 82.61 

治疗 46 32 12 2 95.6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2.2  两组尿潴留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尿潴留消失时间及住院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都没有明显的肝肾功能损

害。对照组有 4 例心率加快，5 例血压下降，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19.57%；治疗组有 2 例心率加快，4 

表 2  两组尿潴留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x ± s，n = 46） 
Table 2  Comparison on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urinary 

reten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n = 46 ) 

组别 尿潴留消失时间/min 住院时间/d 

对照 45.74±4.82 4.57±0.83 

治疗 34.53±5.47* 3.65±0.72*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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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压下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3.04%，两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产后尿潴留是产科术后比较常见的一种并发

症，有关研究报道其发生率约为 6.2% [5]。引起尿潴

留的原因有很多，临床上主要分为机械性和动力性

梗阻两类，在产科所见的尿潴留主要为动力性梗阻

所致。其因素是多方面的：（1）在分娩时胎头对膀

胱的压迫，可以导致膀胱黏膜发生充血水肿，特别

是尿道内口发生水肿，极易导致排尿困难[6]；（2）
产后因膀胱逼尿肌的收缩能力较差、腹肌也比较松

弛，使得膀胱容量逐渐增加，致使产妇对尿感不敏

感；（3）产后盆腔内的压力突然降低，导致盆腔内

淤血，加上产程相对过长，导致产妇消耗大量体力

致使排尿发生困难；（4）会阴部的疼痛也会对排尿

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5）镇静药物的应用也会降

低膀胱的张力，致使产后发生尿潴留[7]；（6）阴道

助产可以导致膀胱位置下垂，对子宫骶骨韧带两侧

的副神经带来损伤，使得膀胱逼尿肌和括约肌的功

能发生失衡[8]。产后尿潴留的发生会给产妇带来极

大的痛苦，因此，及时有效的恢复期其自主排尿功

能是极为重要的。 
酚妥拉明属于短效 α受体阻滞剂，其抗肾上腺

素作用较强，具有扩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以及改

善肢体和内脏血供、改善微循环等作用[9]，因其能

有效改善膀胱的微循环，所以能够改善膀胱黏膜的

水肿程度，有利于膀胱肌肉功能的恢复，同时酚妥

拉明还具有抗胆碱作用，具有促进逼尿肌的收缩和

膀胱括约肌松弛作用，使得尿道括约肌痉挛得以解

除，使尿液能够自行排出[2]，并且简单易行、副作

用小。 
卡前列甲酯栓属于前列腺素 F2α 衍生物的一

种，为孕激素受体拮抗剂，可以增强子宫平滑肌收

缩作用，临床上常用于人工流产和产后预防出血[5]，

此外，卡前列甲酯栓还具有提高膀胱肌肉及血管平

滑肌兴奋性，可以使膀胱黏膜以及逼尿肌充血的血

管发生收缩，促进尿液的排出，因此可以用于产后

尿潴留的治疗。 
在本研究中，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

为 82.61%、95.65%，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组在用药后尿潴留消失时间以及住

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早（P＜0.05）。说明卡前列甲酯

栓联合酚妥拉明治疗产后尿潴留疗效确切。 
综上所述，卡前列甲酯栓联合酚妥拉明治疗产

后尿潴留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缩短尿潴留消失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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