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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己酮可可碱联合米力农治疗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1例分析如下。

1 � 病历摘要

女, 34岁。因活动后胸闷、憋气 2 个月入院。既

往体健。近 2个月来于活动量加大时出现胸闷、气短

症状,伴有全身乏力,无胸痛及呼吸困难,无恶心呕吐,

无腹痛、腹泻,近日活动耐量下降, 遂来诊。入院时查

体: BP 140/ 110 m m H g, 神志清, 颈静脉充盈, 双肺呼

吸音清,无干、湿性罗音。心界向右扩大,心律齐, 心音

低钝, P2 亢进, 胸骨左缘第 3肋间闻及 3/ 6级吹风样

杂音。腹部平坦,肝脏触及肋下 2横指,无压痛,脾脏

未触及。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浮肿。入院后心电图检查

示电轴右偏,右室高电压, 部分导联 ST�T 改变。心脏
B超示:右心房室增大,左房室腔内径正常范围, 右室

壁增厚,室间隔及左室壁厚度正常, 活动协调,收缩幅

度正常,收缩期三尖瓣水平见中量返流信号, 返流速度

4. 49 m/ s,估测肺动脉收缩压 90 mm H g, 结合病史及

相关辅助检查, 诊断为: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右心扩大,

心功能不全,心功能 �级。给予己酮可可碱氯化钠注
射液 250 m l,静脉滴注, 1次/ d,米力农 10 mg+ 0. 9%

氯化钠溶液 250 ml, 静脉滴注, 1次/ d,并口服利尿剂,

用药 7 d,患者活动后胸闷憋气症状减轻,活动耐量明

显增加。出院时心功能�级。

2 � 讨论

该患者治疗以控制心衰, 对症处理为主, 主要是改

善症状。己酮可可碱具有松弛平滑肌及扩张血管的作

用[ 1]。近来认为该药主要不是引起病变血管的扩张,

而是通过它与剂量相关的血液流变学效应降低血液粘

滞性和改善红细胞的变形性。这可以增加运动时外周

动脉疾患病灶处的微循环血流量, 并加强组织氧合作

用。其精确机制尚不明,但已知有以下几点: ( 1)通过

膜稳定作用而增加细胞三磷酸腺苷成分, 以改善红细

胞的变形性,从而减少红细胞聚集作用及局部高度粘

滞性; ( 2)刺激前列腺环素形成和释放, 已知血小板环

磷腺苷( cAMP)的磷酸双酯酶降解作用, cAMP 的增

加使血栓烷 A2 的合成减少, 使血小板聚集作用减弱;

( 3)增加血液纤维蛋白的溶解活性降低纤维蛋白的原

浓度; ( 4)改善嗜中性粒细胞功能, 减轻炎症和组织的

损害。

米力农正性肌力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磷酸二酯

酶,使心肌细胞内环磷酸腺苷( CAMP)浓度增高,细胞

内钙增加, 心肌收缩力加强,心排血量增加
[ 2]
。而与肾

上腺素受体或心肌细胞 N a+ 、K + �ATP 酶无关。其血

管扩张作用可能是直接作用于小动脉所致, 从而可降

低心脏前、后负荷,降低左心室充盈压, 改善左室功能,

增加心脏指数, 但对平均动脉压和心率无明显影响。

米力农的心血管效应与剂量有关, 小剂量时主要表现

为正性肌力作用,当剂量加大,逐渐达到稳态的最大正

性肌力效应时, 其扩张血管作用也可随剂量的增加而

逐渐加强。

对于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传统内科治疗主要包括

吸氧、利尿剂、地高辛和华法林抗凝等, 主要是针对右

心功能不全和肺动脉原位血栓形成
[ 3]
。由于肺动脉高

压治疗棘手,因此开展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临床医

生及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方向。其中房间隔造口术和

肺移植是晚期肺动脉高压可供选择的姑息治疗方法,

而基因治疗可能是最有希望治愈此类疾病的手段, 但

距离临床应用尚远[ 4] 。随着我国肺动脉高压筛查诊断

和治疗专家共识的发表, 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师和科研

人员将从中获益。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也将为制订包

含我国自己循证医学证据的临床指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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