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医结合治疗乌头类药物中毒致严重心律失常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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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锡光
�

乌头类药物是中医常用的药物
，

性辛 热
，

有

毒
，

具有祛寒湿
、

散风邪
、

沮经
、

止痛的功能
，

主治

风寒湿痹
、

历节风痛
、

四肢拘挛
、

半身不遂
、

头风

头痛
、

心腹冷痛
、

阴疽肿毒等病证
�

但用之不当
，

极易中毒
，

轻者恶心呕吐
，

腹痛
，

流涎
，
口 舌

、

四肢

和全身发麻等
，

重者表现为严重心律失常
，

乃至呼

吸循环衰竭 川
�

近年我科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

治 �例乌头类药物中毒所致严重心律失常患者
，

效果较好
�

现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例病人
，

均为住院病人
，

其中男 �例
，

女 �

例
，

年龄最小 �� 岁
，

最大 �� 岁
，

平均 �� 岁�病程

最短 �天
，

最长 巧天
，

平均 ��
�

�天 ��例 因治疗风

湿性关节炎而 口服含有川乌
、

草乌各 �一 ��� 的

汤剂
�

�例因治疗高血压病而 口 服含熟附子 �飞

的汤剂
。

�例 因治疗跌打损伤而 口 服 民间医师

炮制的外用药酒 ������含一枝篙 ���
，

川乌 ����
�

�

例 因欲 自杀而 口 服 民 间 医师炮 制 的外 用 药 酒

������含川乌 ���
，

草乌 ����
�

中毒 时心电 图表现

为多种严 重心律失常 ��例 出现 �
。

房室传导阻

滞
，

其中 】例 曾出现 室性停搏致反 复 阿斯综 合

征�另 �例出现房性及室性心律失常
，

其中 �例为

室性早搏并室速
，
�例为室性早搏

、

房性早搏
、

室

上性心动过速
、

室性心动过速及室性混乱心律
�

服药到出现症状时间为数分钟至数天不等
，

最短 ����
，

最长 ��天
�

利多卡因 �伪�� 加人 ��� 葡萄搪液 今如�】静注
，
然

后以利多卡 因 �阅 � 《 众飞 加人 �� 有 萄搪液

�仪腼�静脉滴注维持
�

��� ���
“

房室传导阻滞者加用异丙肾上腺素
�

异

丙肾上腺素 ���一 ��� 加人 �� 葡萄搪液 父众��

中静滴
�

��� 口服 中药解毒方 �

黄 连 �� 生甘草 ��� 生 姜 电

用 �仪冶�】水煎取 �口加��
，

每天服 �剂
�

��� 待转复窦性心律后常规 口 服阿托品 �����
，

每 日�次
，

或 ���一� ����
，

每 日�次
，

静滴参麦注

射液 �臼伪��
，

每 日 �次
�

连用 ��一 ��天
�

� 治疗结果

本组患者 �例 �小时内转复窦性心律
，
�例 �

小时内转复窦性心律
，

再经 口 服阿托品和静滴参

麦注射液石� �� 天后痊愈出院
。

�例��� 房 室传

导阻滞者用药后 �小时 内心室率提高
，

未再发心

室停搏
，

继续治疗 巧 天好转出院
�

� 治疗方法

么� 接诊后患者按常规吸氧
，

建立静脉通 道
，

洗

胃�因病情危急
，

只有 �例进行了洗 胃�
。

�� 视病情轻重
，

给予皮下
、

肌注或静脉用阿托

品
，

每次用量为 ���� ���
，
隔 ����� 至 ����� 一

次
，

若无效
，

则适 当加大剂量
。

同时使用地塞米松

����
，
���《 比�，

������
，

加人 �� 葡萄糖盐液�的

而中静滴�参麦注射液 �臼加���静滴
�

��� 有室性心律失常者加用利多卡因
，

一般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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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卯�一 �� 一的

� 典型病案

周某
，

女
，

�� 岁
�

因唇舌 四 肢 发 麻
，

视 物 模

糊
，

心慌心跳 �小时人 院
�

患者诉 �天来服 了 �

剂含制川乌 �飞
，

制草乌 ��� 的 中药
，

服完第 �剂

后立即出现唇舌四肤发麻
、

全身乏力
，

视物模糊
，

恶心呕吐
，

心慌心跳
，

而由人送来急诊
�

查体 �体

温 ��� ℃ ，

脉 搏 � ��� 一 ���次�而�，
呼 吸 ���

次����
，
血压 ���

�

������
，

神 清
，

急性痛苦面容
，

双

肺呼吸音清
，

未闻及干湿性 锣 音
，

心界不大
，

心率

��� � ��� 次����
，

律不齐
，

未闻杂音
，

腹软
，

无压

痛 及 反跳痛
，

肠 鸣音亢 进
，

�
�

��一�
。

心 电监 护

示 �频发房性早搏
，

频发室性早搏
，

阵发性室上性

心动过速
，

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
�

诊断 �乌头类药

物中毒所致严重心律失常
�

立即予吸氧
，

洗 胃
，

阿

托品每次 �
�

���
，
皮下注射

，

每 ������ 次
�

利多

卡因 �����加人 ��� 葡萄糖液 屯知�静注
，

继 以利

多卡 因 �戊咖�加人 ��� 葡萄糖液 义力�』静脉滴

注维持
。

另一静脉通道则滴人 �� 葡萄糖盐液

���为�加人 地塞米 松 �山��
，

戌�
，

��伪���
，
������

。

�

小时后
，

患者心律失常仍未改善
，

遂加大阿托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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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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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
，

每次 ���
，

皮下注射
，

每 �伽�����次
，

继续静滴

利多卡因并维持
，

同时内服中药 �剂�黄连��
，

生甘

革 ���庄姜 ���
，

药后患者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

速
，

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消失
，

自觉症状减轻
，

但

仍有频发房性早搏和频发室性早搏
�

遂加用参麦

注射液 �仪角�静脉滴注后
，

患者心律恢复窦性 �此

时距中毒症状出现时间 �小时左右�
，

此后未再出

现心律失常
�

继以阿托品 口服
，

每次 �����
，

每日 �

次�参麦注射液每 日 ���腼�静滴
，

巩 固治 疗 ��

天
，

痊愈出院
�

半年后随访
，

患者无心律失常 出

现
�

� 讨 论

乌头�������
�� ��������系毛蕊科多年生植

物乌头的主根
�

附于 乌头而 生 的侧根 称 为
“

附

子
” ，

不生侧根 的主根名
“
天雄

” �

乌头 的 品种 甚

多
，

在我国有��余种之多
�

四川栽培的称川乌
，

各地野生的称草乌
�

一枝篙 �别名短柄乌头�
，

落

地金钱
、

搜山虎亦属乌头类药
‘ ” 。

乌头类药物均含乌头碱
�

一般认为
，

乌头类

药物中毒引起严重心律失常是由于乌头碱对心脏

双重作用的结果
�

一方面是由于乌头碱强烈兴奋

迷走神经
，

抑制窦房结及传导系统
，

导致心跳缓慢

和房室传导阻滞等缓慢型心律失常
�

另一方面是

乌头碱对心肌的直接毒性作用
，

使心肌兴奋性增

高
�

同时
，

由于心脏高位起搏点 窦房结受抑 制

后
，

低位起搏点的兴奋性相对增高
，

从而出现频发

室早等多种快速型心律失常
” ’ 。

中医理论认为 �乌头
、

附子均属大辛
、

大热
，

有

毒的药物
，

人手厥阴心包经
，

手少阴心经
。

乌头类

药物中毒致严重心律失常的机理是火热人里
，

热

优心神和火热耗气伤阴
，

心 阴亏虚
，

心失所养所

致
。

抢救乌头类药物中毒成功的关键是及时控制

严重的心律失常
，

而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

是抢救乌头类药物中毒致严重心律失常的首要措

施
�

阿托品能对抗乌头碱引起迷走神经过度兴

奋
，

并通过胆碱能神经的外周作用解除窦房结和

房室结的抑制
，

从而促进高位起搏点的 自律性的

恢复和提高 �如窦房结
、

房室结�
，

恢复其对整个

心脏的控制
，

消除心肌异位节律
，

终止快速心律失

常�如房性早搏
、

室性早搏�
�

故阿托 品是抢救乌

头中毒致严重心律失常的首选药
。

在恢复窦性心

律后常规 口服阿托品或 ��� 一� �� �� 天
，

对恢

复窦房结和传导系统的正常功能有帮助
。

临床对症处理
，

加用利多卡 因治疗室性心动

过速
，

加用异丙肾上腺素治疗 ���
“

房室传导阻滞

则能取得更佳的疗效
�

中药拟清热泻火解毒
，

益气养阴是治疗乌头

类药物中毒的方法之一 黄连性苦寒
�

人心经
，

具

清泻心火的功能�生甘草性甘平
，

人心经
，

具清热

解毒作用
，

如 《本草图经 》云 � “

甘草能解百毒
�

为

众药之要
�

孙思道云 �有人中乌头
、

巴豆毒
，

甘草

人腹则定… … ”
�生姜有解毒作用

，

如 《本草拾
遗 》所言 � “

汁解毒药… … ” �

三药共奏清热泻火

解毒之功
�

故能治疗乌头类药物中毒所致的火热

证候
�

同时近年研究发现
，

黄连 中富含的小聚碱

具有抗心律失常和加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 ’ 。

据

笔者观察发现
，

患者使用该方后临床症状改善尤

为明显
�

参麦注射 液来 源 于 李东垣著 《 内外伤辨惑

论》 中的名方
“
生脉散

” ，

其具有
“
益气复脉

，

补虚

固脱
，

养阴生津
”

的功效
�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

参

麦注射液具有强心
、

升压
、

保护心肌
、

增加心脏冠

脉血流益和心肌营养血流量
，

降低异位 自律性 与

消除折返而产生抗心律失常作用
，

能对抗乌头碱

所致之心动过速等
，

又能加速动物窦性心律的恢

复�预先给药
，

则可 明显延缓心律失常出现的时

间
，

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 ， 。

据笔者 临床初步

观察
，

配合使用阿托品和参麦注射液能更快地控

制心律失常
�

故中西医结合治疗乌头类药物中毒

所致严重心律失常效果更佳
�

由于木组观察的病例较少
，

故有关抢救乌头

类药物中毒致严重心律失常的机理待今后进一步

深人研究
，

探讨
�

参考文献

江苏新 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

�卯�
�

���� ���
�

上海医科大学《 实用内科学》 编辑委员会实用内科学
�

第 �版
�

北京 � 人 民卫生出版社
，

����
�

����

江苏新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

�卯�
�

���� ���
�

赵学忠
�

小菜碱抗心律失常的临床观察与心肌电 生 理

研究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 ���

�

屈松柏
，

李家庚
�

实用 中医心血管病学 北京 �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
，

����
�

���一 ���
�

�彭 洁编发 �

��
·

�总 �肠� 广西中医药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