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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验证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原病的预防效果%方法
!

将急进
(&**2

高原的
%%?

例健康青

年官兵随机分为安慰剂组"

%j&*

$&复方红景天组"

%j++

$&复方党参组"

%j++

$&盐酸苄达明组"

%j++

$!自海拔
%)**2

!历时
(8

进入
(&**2

高原%从出发前
(8

开始分别服用盐酸苄达明片&复方红景天胶囊&复方党参胶囊和安慰剂胶囊!定期测试其血氧饱

和度"

,Ĉ

&

$和心率"

67

$!并以军用卫生标准
!cV%*;?4;%

(急性高原反应的诊断和处理原则)随访记录受试者急性高原反应症状!

然后分度评分#进入高原后第
>

天进行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测定!进行药效评价%结果
!

盐酸苄达明对全程试验期内受试者高

原缺氧所致头痛和呕吐的预防效果显著优于安慰剂!且对头痛症状的预防效果优于复方红景天与复方党参%盐酸苄达明组受试

者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进入海拔
(&**2

高原第
+

&

(

天
,Ĉ

&

&心率!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等均显著优于安慰剂组%结论
!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盐酸苄达明防治急性高原病效果显著%

关键词"高原病#化学预防#非甾体类抗炎药

89:

!

%*'+;<;

"

=

':..0'%<>%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4?+)?

"

&*%%

$

&&4&%;)4*+

94#"%7$*+()(.*'"".."&*(.)()6#*"%(+,$)*+6+)./$00$*(%

5

,%-

3

*(

2

%"7")*$&-*"0(-)*$+)#+&K)"##

"

3#0%

)

J,%C0'

%

#

G0%

)

+'%#,

%

#

D$%

)

+'%

)

L0'

%

%

#

.',+7,A#$%

)

&

#

",'J'0%#,0

%

#

.'.'

%

#

B07J'0%

)-

$%

)

%

#

G0%

)

+0%

%

$

%8M#$%?<#@7A

:

'<0(7

-

!.4

#

+$C#$%

)

#

6'%

H

'0%

)

?));**

#

"#'%0

%

&89$

:

0;<=$%<7

-

!0<#7(7

)5

#

*7,<#N$A<

@7A

:

'<0(7

-

M#';?&'('<0;

5

&$?'C0(E%'F$;A'<

5

#

"#7%

)K

'%

)

)***+?

#

"#'%0

&

84#*%$&*

!

94

:

"&*+7"

!

59BA.BC08@AH:E

L

BDAAEEAFB.9EMA0W

L

C2:0AD

L

8H9FDG9H:8A

#

C0904.BAH9:8C0B:4:0EGC22CB9H

L

8HI

1

#

B9

J

HA4

@A0BCFIBA29I0BC:0.:FP0A..';"*'(,#

!

59BCGG

L

%%?FC.A.9EDACGBD

LL

9I0

1

.9G8:AH.KAHAHC0892G

L

8:@:8A8:0B9E9IH

1

H9I

J

.HA.

J

AF4

B:@AG

L

BHACBA8M

LJ

GCFAM9

$

%j&*

&#

F92

J

9I08HD98:9GC

$

%j++

&#

F92

J

9I08F98909

J

.:.FC

J

.IGA.

$

%j++

&#

MA0W

L

C2:0AD

L

8H9FDG9H:8A

$

%

j++

&

.BCHB:0

1

(8C

L

.MAE9HA8A

J

CHBIHAC08

Z

I:FPG

L

C

JJ

H9CFDA8:0B9BDACGB:BI8A(&**2EH92%)**2:0(8C

L

.'VG9989N

L1

A0.CBI4

HCB:9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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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高原病是人类移居高原的不利因素#特别是军队急进

高原(高原施工作业的重要障碍#预防与控制急性高原反应是

高原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

'低氧预适应(阶梯适应(适应性

训练和药物措施等是预防急性高原反应的主要方法)

&

*

'本研

究于
&**;

年
>

!

;

月进行了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盐酸苄达明防

治急性高原病效果的现场人体验证#并与传统药物复方红景天

胶囊(复方党参胶囊的应用效果进行平行对比#以探讨非甾体

类抗炎药物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原病的预防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对象
!

选择驻海拔
%)**2

已经过
+

个月体格锻炼(

首次进入高原的某部汉族男性官兵
+

批次共
%%;

例#均为平原

出生#体检确认健康#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均自愿参

加本次试验'将受试者随机分为安慰剂组$

%j&*

&(复方红景

天组$

%j++

&(复方党参组$

%j++

&(盐酸苄达明组$

%j++

&#各

组间样本数(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药物及应用
!

安慰剂胶囊由面粉炒熟后加焦糖色素制

成#为本课题组制备#

*'&(

1

"粒%复方党参胶囊主要成分系党

参(沙参(丹参等#由天津洪福制药厂生产#批号
;%*>*;

%复方

红景天胶囊由青海三普药业公司生产#批号
*&*>*+

%盐酸苄达

明片由哈药集团制药四厂出品$国药准字
6&+*&*+%%

&#

&(

2

1

"片#单片研磨后制成盐酸苄达明胶囊'以上药物于进入高

原前
(8

开始口服#

&

粒"次#

&

次"日$

;g**

(

&%g**

各
%

次&#

途中乘车行军
(8

#直至进入哨卡$

(&**2

&第
+

天停药'

>'?

!

方法
!

部队进入哨卡
>8

内#隔日
%

次$入哨卡第
%

(

+

(

(

(

>

天&按照军用卫生标准
!cV%*;?4;%

,急性高原反应的诊断和

处理原则&

)

+

*每天随访记录受试者主观症状#对其进行急性高

原反应评分%并于入哨卡第
%

(

+

(

(

天用深圳产
/,-4()(

型血

氧脉搏仪测试受试者的血氧饱和度$

,Ĉ

&

&和心率$

67

&%第
>

天用,高原习服评价指标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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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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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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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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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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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物对头痛'呕吐的预防效果比较(

%

#

[

$)

组别
%

头痛

无 轻 中 重

呕吐

无 轻 中 重

安慰剂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方红景天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方党参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酸苄达明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安慰剂组比较%

(

!

!

#

*'*(

#与复方红景天组(复方党参组比较'

表
&

!!

不同药物对急进海拔
(&**2

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的影响#

2 À

%分$

组别
%

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安慰剂组
&* <'(>̀ &'%+ <'<?̀ &'+; ('(<̀ %'+% )'?%̀ &'*<

复方红景天组
++

+'&%̀ *'(&

"

)';?̀ %'>&

"

)'%%̀ %'+<

"

&'&?̀ *'?>

""

复方党参组
++

)'%?̀ %'*(

"

('>)̀ &'(&

)'?*̀ &')(

"

&'?&̀ *'%;

""

盐酸苄达明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安慰剂组比较%

(

!

!

#

*'*(

#与复方红景天组(复方党参组比较'

准$

V)+*%4&**&

&&对其进行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测定#包括

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和
,Ĉ

&

(血红蛋白等生理指

标#以评价药效'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以
2 À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的
<

检验#全部数据采用
,O,,%+'*

软件处理'

?

!

结
!!

果

?'>

!

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原反应主要症状的预防效果
!

不同

药物对急性高原反应主要症状头痛(呕吐的预防效果见表
%

'

由表
%

可见#盐酸苄达明对全程试验期内受试者高原缺氧所致

头痛和呕吐的预防效果显著优于安慰剂$

!

#

*'*%

或
!

#

*'*(

&#且对头痛症状的预防效果优于复方红景天与复方党参'

表
+

!!

不同药物对各组受试者
,Ĉ

&

的影响#

2 À

%

[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安慰剂组
&* ><'+)̀ %%'+& <>')>̀ %)'&< >%'<)̀ %('&+

复方红景天组
++ ><'&+̀ %*';) >?')<̀ %%'?&

"

?&'%)̀ %&'%(

"

复方党参组
++ >>')+̀ ;'&) >;'(+̀ %%')>

"

?+'*?̀ %%'>&

"

盐酸苄达明组
++ ><';+̀ %*'&% ?&'*&̀ ?'>?

"

?&';(̀ %*'&>

"

!!

"

!

!

#

*'*(

#与安慰剂组比较'

?'?

!

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的影响
!

不同药

物对急进海拔
(&**2

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的影响见表
&

'

从表
&

可见#盐酸苄达明组受试者急性高原反应
!cV

评分显

著低于安慰剂组$

!

#

*'*%

或
!

#

*'*(

&及复方红景天组与复

方党参组$

!

#

*'*(

&#表明盐酸苄达明对急性高原反应有良好

的预防效果#甚至优于传统药物复方红景天与复方党参'

表
)

!!

不同药物对各组受试者心率的影响#

2 À

%次&
2:0

$

组别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安慰剂组
&* %*?')(̀ %%'&%%*?'>>̀ %%'<)%*>'+)̀ %*'<<

复方红景天组
++ ;('>%̀ %*'+&

"

;?'&&̀ %*'%(

"

;<')?̀ %&'+;

"

复方党参组
++ ;>'+&̀ %%'*&

"

;<'&>̀ %%'%&

"

;+'?>̀ %%'+;

"

盐酸苄达明组
++ ;?'*&̀ ?')>

"

;('+)̀ %*'>+

"

;('+?̀ %&'*(

"

!!

"

!

!

#

*'*(

#与安慰剂组比较'

?'@

!

盐酸苄达明对各组受试者
,Ĉ

&

及心率的影响
!

不同药

物对各组受试者
,Ĉ

&

及心率的影响见表
+

(

)

'从表
+

(

)

可

见#盐酸苄达明组受试者在进入海拔
(&**2

高原第
+

(

(

天

,Ĉ

&

显著高于安慰剂组心率$

!

#

*'*(

&#第
%

(

+

(

(

天心率显著

低于安慰剂组$

!

#

*'*(

&%与复方红景天组(复方党参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不同药物对各组受试者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的影响#

2 À

$

组别
%

体温$

]

& 呼吸频率$次"
2:0

& 脉率$次"
2:0

& 收缩压$

POC

& 舒张压$

POC

&

,Ĉ

&

$

1

"

3

& 血氧饱和度$

[

&

安慰剂组
&* +>'&&̀ %'*& %?'+&̀ +'+( %*('>;̀ ?'>( %<'?&̀ +')& ;'&*̀ &'*+ %(?')&̀ &%'(+ >)');̀ %&'<&

复方红景天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方党参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盐酸苄达明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安慰剂组比较'

?'A

!

盐酸苄达明对各组受试者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的影响

!

服用不同药物后受试者高原习服基础生理指标的变化见表

(

'从表
(

可见#与安慰剂组比较#盐酸苄达明组受试者高原习

服基础生理指标#即体温(呼吸频率(脉率(血压(血红蛋白水平

显著降低#

,Ĉ

&

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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