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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西林联合喜炎平注射液致儿童过敏性休克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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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随着全国抗菌药物专项整治活动的开展,
抗菌药物的使用率逐渐下降,中药注射剂的使用却不断

增加,随之而出现的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也有所增加。
中药注射剂质量受提取工艺、储存条件等的影响,理化

性质不稳定,尤其在联合用药时易出现不良反应。 现将

我院儿科门诊美洛西林联合喜炎平引起的 1 例过敏性

休克报道如下。

1摇 病例资料

某患儿,男,1 岁,体质量 10 kg,因“咳嗽 5 d,发热

1 d冶来院就诊,门诊诊断为“支气管炎冶,予静脉滴注美

洛西林和喜炎平注射液治疗。 用药前,患儿青霉素皮试

阴性。 先予注射用美洛西林钠(江苏海宏制药有限公

司,批号 140502)1. 0 g 加入 5% GS 100 mL 中静脉滴

注,输注完毕后,患儿无不适症状;再予 5% GS 20 mL 冲

管后给予喜炎平注射液(江西青峰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2014031103)50 mg 加入 5% GS 100 mL 中静脉滴注,滴
注过程中未出现不适症状,静滴完毕约 10 min 后,患儿

出现口唇发绀、四肢厥冷、脉搏细速、呼吸急促、意识模

糊、呼之不应等过敏性休克症状。 立即静脉推注地塞米

松 5 mg,并予 5% 碳酸氢钠注射液纠酸治疗,同时给予

面罩吸氧。 30 min 后,上述不良反应症状有所缓解,留
院观察,4. 5 h 后过敏症状完全消失,一般情况良好,离
院。

2摇 原因分析

该患儿的过敏反应可能为喜炎平所致,原因如下:
(1)患儿用药前,医生曾询问患儿家长得知患儿无过敏

史,且患儿青霉素皮试结果为阴性,遂给予美洛西林抗

炎治疗;(2)虽然美洛西林也可以导致过敏性休克,但美

洛西林所致的过敏性休克大都反应较快,一般用药后

0 ~ 10 min 出现,而其迟发型过敏反应一般在用药后

24 ~ 72 h 出现;(3)该患儿为静脉滴注喜炎平完毕后

10 min 左右出现过敏症状,在时间上有相关性;(4)药品

说明书及相关文献报道喜炎平可导致过敏性休克,该患

儿表现符合说明书所记载的不良反应表现;(5)次日停

用喜炎平,继续静脉滴注美洛西林,患儿未出现不适症

状,可以排除该不良反应为美洛西林所致。

3摇 讨论

喜炎平注射液主要成分为穿心莲内酯,易发生过敏

反应。 有报道[1]显示,喜炎平注射液所致不良反应多发

生于儿童,尤其是 10 岁以下儿童。 儿童为特殊人群,器
官系统发育尚不健全,个体差异大,药效阈值变窄[2],易
发生药物蓄积而引起不良反应,且易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
喜炎平注射液严禁与其他药物混合,谨慎联合用

药,如确需联合使用其他药品时,应考虑与喜炎平的间

隔时间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 有研究[3]表明,喜炎

平所致不良反应主要是因为患儿个体对药物敏感性差

异、中西药联合使用不当、输液间隔时间相对较短造成

的。 因此,建议联合用药时最好单独使用输液器,也可

以在两组药物之间用 5%GS 或 0. 9%NaCl 50 mL 冲管。
应用喜炎平注射液时,应严格掌握喜炎平适应证及

用法用量,不得超剂量使用。 同时,加强用药监护,严格

控制滴速,特别是输液开始 30 min 内,应密切观察用药

反应,发现异常立即停药并采取积极救治措施。
另外,喜炎平注射液说明书中,“不良反应冶、“注意

事项冶及“药物相互作用冶的内容过于简单。 建议生产

企业对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增加不良反应描述,
尤其是严重不良反应。

通过本病例报道,提醒临床医生在使用中药注射剂

时应严格掌握适应证,用药前详细询问患儿的过敏史,
对过敏者禁用,对过敏体质者慎用,尤其是对于初次使

用中药注射剂的患儿更应慎重,应监测整个用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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