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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沙星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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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研究莫西 沙星对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 � ��� 的疗效

。

方法
�对 � � � � 患者随机分成二组

,

一组 口服莫西 沙星 �� �� �
,

� � � ��
,

另一组 口服克拉霉素 ��� � �
,

�� � �
��

,

观察临床疗效和细菌清除状况 以及

不 良反应
。

结果 �
莫西 沙星治 疗组和克拉霉素治疗组病人的 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

�

�� 和 ��
�

� �
,

差异无

显著性 �尸 � �
�

�� � �支气管周围炎症吸收率分别为 ��
�

� � 和 ��
�

� �
,

差异有显著性 �尸 � �
�

�� � � 痰中致病菌

清除率分别为 ��
�

�� 和 � �
�

��
,

差异有显著性 �尸 � �
�

�� � � 不 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
�

� � 和 ��
�

� �
,

差异有

显著性 �尸 � �
�

��  
。

结论
�
在治疗 � � �� 时

,

莫西沙星与克拉霉素比较
,

两者的 临床疗效基本相似
,

但其支气

管周围炎症吸收状况前者优于后者
,

痰 中致病菌清除率更高
,

更具依从性和耐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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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A E CB )是一种十分常

见的疾病
,

严重影响慢支患者的生命质量
,

其中约

80 % 是由于慢支继发细菌感染所致[
’〕

。

近年来随

着大环 内酷 类
、

青霉素类等抗生 素的广泛应 用
,

A E C B 细菌耐药性逐渐增多
,

已高达 40 % 左右
,

寻找

高效
、

安全
、

经济的抗生素已成为临床迫切的需要
。

本研究探讨分别应用 莫西沙星 和 克拉霉素治疗

A ECB
,

比较两者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

1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取符合舰cB 诊断标准圈 的门诊病人

共 143 人
,

慢支病程 8
一
30 年

,

随机分成两组
,

其中莫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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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m

沙星组 75 人(男 59 人
,

女 16 人)
,

克拉霉素组 68 人(男

50 人
,

女 18 人)
。

两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2
.
3 土 7

.

5)

岁和(61
.
5 士6

.

8) 岁
,

有吸烟史者分别为 70 人和 65 人
,

伴发肺源性心脏病者分别为 53 人和 51 人
。

比较两组

的性别
、

年龄
、

吸烟史
、

伴发肺心病等
,

均无显著性差

异
。

全部病例 AE C
B 分型t

Z〕见表 1
。

表 1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分型状况

组别
A E CB 分型

11 型 111 型

莫西沙星组(
n = 75 )

克拉霉素组(
n 二

68 )

尸值

27

22

25

22

> 0
.
05 > 0

.
05

23

24

) 0
.
05

1
.
2 方法

1
.
2
.
1 全部病人均于首次门诊时作痰培养及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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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胸片
,

并查心电图
。

1

.

2

.

2 莫西沙 星组病人各给予 口 服莫西沙星 (拜

复乐
,

拜尔药厂生产 )400 m g
,

g d
x

6d

,

克拉霉素组病

人各给予 口服克拉霉素 (杭州 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

司 )500 m g
,

bi d
x

6 d

。

其余用药包括支气管扩 张剂

等
,

根据病情适当选用
,

但均不应用激素治疗
。

1

.

2

.

3 全部病人用药 3d 后复诊查胸片
,

6d 后再作

痰培养
,

g d 后再作复诊并复查心电图
。

1

.

2

.

4 本研究结果对计量资料采用 见 士 ,
表示

,

所有

结果用犷检验或 , 检验
,

设 。 = 0
.
05 为差异显著性

。

2 结果

2
.
1 初诊时疾细菌培养 结果见表 2

。

3 l

2

.

3

.

2 总有效率 莫西沙星组和克拉霉素组分别

有 5 例和 8 例因发热或其他症状加重而改用其他抗

生素静滴
。

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3
.
1% 和 87

.
9%

,

P
> 0

.

0 5

。

2

.

4 胸 片复查 3d 后复查胸片结果
:
莫西沙星组

72 例中有 58 例支气管周围炎症明显吸收(吸收率

84
.
7% )

,

9 例无明显变化
,

5 例炎症加重
。

克拉霉

素组 66 例中有 47 例支气管周围炎症明显吸收 (吸

收率 71
.
2% )

,

11 例无明显变化
,

8 例炎症加重
。

两

组炎症吸收率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5 )

。

2

.

5 痰检结果 6d 后痰细菌培养
,

原有致病菌清

除情况见表 4
。

表 4 治疗(6d) 后致病菌清除情况

表2 初诊时痰细菌培养结果 清除菌株

莫西沙星组

(n 二 7 5 )

克拉霉素组
(n 二 6 8 )

莫西沙星组
(例

, n 7 2 )

克拉霉素组
(例

,
n

6 6
)

细菌种类

肺炎链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

副流感杆菌

肺炎克雷白杆菌
大肠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金葡菌

其他病原菌
未培养出致病菌

肺炎链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

副流感杆菌

肺炎克雷白杆菌

大肠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金葡菌

其他病原菌

合计( % )

16/18 10/ 13

10/12 7/ 10

23/24 20/26

2/3 5/5

l/1 0/ l

2 /2 1/3

0 /0 0/0

0 /0 0/ l

2/3 1/2

56/63 (88
.
9 ) 44/61 (72

.
1 )

�‘
0
一了‘J

J.L刁1.
今l

41012
‘�

191225 0321139

x
Z =

4

.

4 3 3

,

0

.

7 5 <
p

<
0

.

9

,

p >
0

.

0 5

。

两组 间组

成菌株无差别
。

2

.

2 失去跟踪病例数 莫西沙星组有 3 例失去追

踪
,

克拉霉素组有 2 例失去追踪
。

2

.

3 疗效情况

2
.
3
.
1 症状缓解时间 (见表 3)

表 3 二组治疗后症状缓解时间(见 土 s
)

症状改善

退热(天)

咳嗽减轻 (天 )

气急缓解 (天 )

痰量减少 (天 )

莫西沙星组
(n = 72 )
2
.
2 士

0 7 2

5

.

3
士
0

.

9 4

4

.

5
士
0

.

8 6

3

.

7
士
0

.

8 1

克拉霉素组

2
.
4 土 住

5
.
1 士 O

4

,

3

士
0

.

3

.

5
土
0

.

1
.

6 0 5

1

.

2 9 0

1

.

3 9 8

1

.

4 7 1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0 5

2

.

5

.

1 莫西沙星对致病菌的总清除率为 88
.
9%

,

克拉霉素对致病菌的总清除率为 72
.
1%

。

两组结

果差异有显著性 (尸 < 0
.
05 )

。

2

.

5

.

2 莫西沙星及克拉霉素对肺炎链球菌
、

流感嗜

血杆菌及卡他莫拉菌 3 种常见致病菌 的清除状况
,

见表 5
。

2

.

6 不 良反应 莫西沙星组有 1例出现轻微恶心
、

纳差
,

但不影响治疗
。

克拉霉素组有 5 例出现轻微

恶心
、

纳差
,

3 例出现较明显恶心
、

胃部不适
,

1 例于

治疗 Zd 后出现呕吐而改用其他抗生素
。

全部病例

均无心 电图异常改变
。

)一75888278

表 5 二组对 3 种常见致病菌清除状况

致病菌
清除例数

莫西沙星组

未清除例数 合 计 清除例数

克拉霉素组

未清除例数 合 计
xZ p

肺炎链球菌
流感嗜血杆菌

卡他莫拉菌

0
.
159

0
.
054

2
,

3 0 2

>

0

.

0 5

>

0 0 5

>

0

.

0 5

气、
06l

,1,l070
健
1

2

O乃
24

, .1‘卫

260

内」
‘

1
1
2

3 讨论

莫西沙星是一种新型的第 4 代氟喳诺酮类抗菌

药
,

其抗菌谱几乎覆盖 了大多数呼吸道感染的主要

致病菌
,

且包括常见的和非典型的致病菌
,

具有良好

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性
,

口 服吸收迅速
,

血清浓度水



平稳定在较高浓度
,

下降缓慢
,

形成大的曲线下面积

(A u e )[’]
,

其 A ule 也很高
,

达 192
一 4 0 0 [

4 ]
,

可使血

浆和组织 浓度持续高于大部分呼吸 道致病 菌的

MI CgD
,

并且在呼吸道组织中(支气管
、

呼吸道 内层

上皮细胞分泌物和巨噬细胞)的浓度均超过血浆水

平〔’〕
,

因此对呼吸系统细菌感染具有良好的杀灭作

用
。

其代谢不通过肝细胞色素 CY P4 50 系统
,

因此

和大部分药物无相互作用
,

对轻中度肝
、

肾损害患者

仍是安全的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莫西沙星和克拉霉素对缓解

屁CB 的症状包括退热
、

咳嗽减轻
、

痰量减少
、

气急缓解

的时间无明显差异(尸 > 0
.
05 )

,

两组临床总有效率无显

著性差异
,

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但莫西沙星组支气

管周围炎症的吸收率明显高于克拉霉素组
,

且莫西沙

星治疗后的痰中细菌清除率明显高于克拉霉素治疗组

(尸 < 0
.
05 )

,

说明莫西沙星对 AE C
B 的抗菌效能优于克

拉霉素
,

能使炎症反应得到迅速而有力的控制
。

这与

Ba ue
r
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浏

。

据表 5 显示
,

莫

西沙星和克拉霉素对肺炎链球菌
、

流感嗜血杆菌
、

卡他

莫拉菌等三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致病菌的清除作用基

本类似
,

但莫西沙星对细菌的总清除率较高
,

说明莫西

沙星对这三种常见致病菌以外的其他非典型致病菌的

清除作用较为有效
。

本研究提示
,

莫西沙星对比克拉霉素还有其他

的优势
,

即每天只服药 1 次
,

而其临床总有效率与每

天用药 2 次的克拉霉素一致
,

从而可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
,

尤其是对于那些因长期患慢性支气管炎或其

他慢性疾病而服用多种药物的老年患者更为有益
。

本次研究还发现莫西沙星耐受性极佳
,

只有极

少数的 AE CB 患者 (1
.
4% )有轻微的胃肠道反应

,

表现为恶心和纳差
,

而没有出现其他第 4 代氟喳诺

酮类药物较常见的心脏毒性
,

也较克拉霉素组的不

良反应率(13
.
6% )明显减低

。

综上所述
,

应用莫西沙星治疗 A EC B 具有十分

良好的临床疗效
,

与克拉霉素相比较
,

其总的细菌清

除率更高
,

尤其对非典型致病菌的清除作用强
,

且更

具依从性和耐受性
,

可迅速治愈急性感染
,

是一种值

得推荐的一线抗生素
。

参考文献
:

Sethi5
.
Infe etious etiology ofaeute exaeerb ations of(三h ro n

i
e

b ro
n -

e
h i
t
i
s

[
J
]

.

C h
e s t

,

2 0 0 0

,

1 1 7 ( S
u p p l Z )

:
3 8 0

5

.

A
n t

h on i
s e n

N R

,

M
an 玩d

aJ ,

W

a

珑
n CP

,

et
a

l A

r l
t j

b
i
o

l
i
c 全h

e
ra p y jn

e x a e e rb a tio n s
o
f
e
h ro n ie

o
b
s tru

e t iv e p u lm o n a卿 d ise ase 仁J] A
nn

Intern M ed ,
1 9 8 7

,

1 0 6

:

1 9 6

S
t a s s

H

,

D al h
off

A

,

K
u

b i t
z a

D

, 以 a l
.
P h arm ac ok in

eties , s

afe

t y
, a n

d

t o l
e

rab

i l i
t y o

f
a s e e n

d i n g s i n g l
e

d
o s e s o

f m
o x

i fl
o x a e l n , a n e w s

一 m e
-

之h ox y 剖主n olon e
,

a
d m

i
n

i
s 定。d t

o hea llby subj eot
s
仁J」

‘

A

n r

i

n 〕je ro b

A g e n ts C h
e m

o t
h
e r ,

1 9 9 8

,

4 2
:
2 0 6 0

.

R i
e
h

arx
W

.

M
o x

i fl
o x

ac
i
, , e

l i
n i e

a
l p h

a r m a e o
l
o即 〔J」

.
C lin D ru g ,

1 9 9 9

,

1 7 ( 5 )

:
3 6 5

.

A
n

d

rew

s
J

,

H
o n

e
y

b

o
u

rn
e

D

,

J

e v o n s

G

, e 名 a
l

.
P
e n e tr a ti

o n o
f m

o x
i
-

fl ox
a e in i

n to
b ro

刀 e
h i
a
l m u e o

sa
, e

p i t h el i
a

l l i
n j n g fl

u i d

a n f

]

a

l
v e

ol ar

m
a e

ro p h
a g e s

fo l l
o w i

n g a s
i
n

gl

e
4 0 o m g

o r a
l d

o s e

[
e 〕
.
35’h I

n t e
o n

r

A
n t i m i e ro b A g

e n t s
C h

e m o t h
e r ,

1 9 9 8

:

A b
s t

ra
e t

A2
9

.

B
a u e r

T

,

肠
nden H

.
Rapid re solution of sym ptom s with m oxifloxa

-

ein thera py in 7223 Patients w ith acute exaeerb ation of chro nie

bro nehitis仁J」
,

C l i

n

D o
g

I

n

ve

s t
,

2 0 0 2

,

2 2
(

]
o

)

:
6

4 1

.

C h
o

d
o s

h S

,

D

e

A b
a * e

C A

,

H
a v e 玲to ek D

, e t a
l

.

S h
o rt

一
e

o
u 玲e m ox l

-

fl o
x ae in the

ran
y fo r tre a tm e n t o f aeu te b

a ete ri a l e
x
ac erba ti

on s ‘,
f

e
h ro

n i e b ro
n e

h i t i
s

[
J 〕
.
R espir M ed

,

2 0 0 0 J
a n

,

9 4 (
l

)

:
1 7

.

收稿 日期
:
20 04

一
0 6

一
02

气L
‘

J飞esJ

12

广..L一

J

L

,
1
., .」仁

4

�f�
一.JesLL

L

佃 、户
~ ,

~ ~ 一~ ~ ~
~,

~

~ ,

一
,
一

勺 , 、

一一
一

, ,
~

~ ,
~ ~ ~

叼甲 , 协~ ,
~

~ ,
一一

.曰、. 内卜产钊, . . 、户月. 声. , , “、户 , , 、户. 甲、户 自目、户 , 口、户自侧、户.“、, 内州、户、、.

·

不 良反应个案报告
·

甘露醇致血压升高 1 例

庄江能
,

杨 明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 医院
,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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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女
,

48 岁
,

因患青光眼于 20 03 年 5 月来我院

五官科治疗
,

病人无高血压史
。

人院时查体
:
血常

规
、

尿常规正常
,

竹6
.
8℃

,

P7
4 次/m in

,

血压 12/

skPa
。

医嘱给予静脉滴注甘露醇注射液 250 m L
,

当

滴至 150 m L 时
,

病人感觉头晕
,

滴至 Zoo m L 时病人

感觉头 晕 加重
,

并 伴有头 痛
、

胸 闷
,

测 血压 22/

13kPa
,

立即停用甘露醇注射液并给予 口服降压药尼

莫地平片
,

血压未升高
,

3d 后血压完全恢复正常
。

2 讨论

甘露醇为脱水药
,

静脉给药后能迅速升高血浆

渗透压
,

引起组织脱水
,

产生脱水和利尿作用
。

适用

于治疗脑水肿及青光眼
,

预防和治疗肾功能衰竭和

浮肿
、

腹水等
。

不良反应有头痛
、

恶心
、

眩晕等
,

但引

起血压升高较为少见
,

应引起医务人员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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