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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消化道出血是儿科常见的急重症之一，可能由患儿消
化道自身炎症、分娩时机械性损伤、血管病变等多种因素
所致。慢性少量出血时，患儿多无明显症状，急性大量出
血时，患儿可出现冷汗、乏力、昏厥等症状，若不能及时
处理，甚至会出现烦躁不安、休克等症状，危及患儿生命[1]。
目前，临床治疗消化道出血大多采用内镜、手术、补液及
药物等方式治疗[2]。但由于新生儿体质弱，各系统发育尚
未完全，对许多药物不能耐受，而西咪替丁作用机制比较
温和，可有效抑制胃酸、胃泌素的分泌，使胃液pH升高，
保护胃黏膜，因而用于治疗消化道出血疗效明显。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究西咪替丁联合云南白药治疗新生儿消化道
出血的疗效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7年9月至2019年9月收治的
100例消化道出血患儿，按抓阄随机将其均分为甲、乙两

组，各50例。纳入标准：均符合新生儿消化道出血的诊断
标准[3]；有呕血、大便为柏油样状者；患儿家属对此次治
疗方案无异议并签属同意书；此次研究征得本院伦理委员
会讨论并通过。排除标准：易过敏体质，对云南白药、西
咪替丁过敏者；有急性胰腺炎者；弱体质不能耐受者。两
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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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甲组采取云南白药(云南白药集团有限公司，批

表1 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比较(χ- ±s)

组别
        性别[n(%)]           

胎龄(周)             体重(kg)       出血时间(d)
  男性       女性   

甲组        28(56.00)       22(44.00)       37.50±1.51      2.81±0.25      1.11±0.56

乙组       27(54.00)        23(46.00)       37.45±1.56      2.79±0.56      1.12±0.67

χ2/t                        0.040                       0.163                   0.231                 0.081

P                               0.841                       0.871                   0.818                 0.936



  ·91

JOURNAL OF  RARE  AND  UNCOMMON  DISEASES, OCT. 2021,Vol.28, No.5, Total No.148

准文号：Z53020798)治疗，口服，0.25~0.5g/次，1次/d。
乙组在甲组基础上联合西咪替丁(浙江瑞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H33022536)治疗，静脉滴注，1~4mg/kg，
0.6~1.6g/d。两组治疗1周后评价疗效。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隐血转阴时间、出血
停止时间、住院时间；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腹泻、恶心、
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疗效判定[4]：显效：治疗2d
内，患儿未发生继续出血现象，隐血试验(-)；有效：治疗
3d内，患儿停止出血，无继续出血现象，隐血试验(-)；无
效：治疗3d后，患儿仍有出血倾向，且隐血试验(+)。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运用SPSS 18.0进行统计学分析，用
(χ- ±s)表示计量资料，用t检验比较组间均数；用率(%)表
示计数资料，总有效率采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治疗后，乙组隐血转阴时
间、出血停止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甲组(P<0.05)，见表2。  

2.2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新生儿在治疗期间，不良反
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3。

2.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乙组总有效率为90.00%
显著高于甲组74.00%，(P<0.05)，见表4。

3  讨   论
　　新生儿胃酸分泌有其独特性，在出生时胃酸短暂地显
著升高，1d后慢慢降低，至第8天游离酸降到最低。因而
在新生儿出生后1~2d容易发生消化道溃疡，进而导致消化
道出血[5]。本研究结果显示，乙组隐血转阴时间、出血停
止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甲组(P<0.05)，与卢红霞等[6]的
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西咪替丁是一种竞争性的H2受体拮
抗剂，通过与组织胺H2受体相竞争来抑制壁细胞酸分泌，
同时也可以通过抑制组织胺、分肽胃泌素、胰岛素因食物
等引发的胃酸分泌，使胃酸酸度减弱，保护胃、十二指肠
黏膜，可较好地控制出血情况。治疗后，乙组总有效率为
90.00%显著高于甲组(74.00%，P<0.05)，且两组新生儿
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与郭昭丽[7]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表明西咪替丁联合云南白药治疗新生儿消化
道出血的临床疗效好，且安全性高。
　　综上所述，西咪替丁联合云南白药治疗新生儿消化道
出血临床疗效好，不良反应较少，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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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甲组(n=50)           20(40.00)           17(34.00)               13(26.00)             37(74.00)

乙组(n=50)           25(50.00)           20(40.00)               5(10.00)               45(90.00)

χ2                                                  4.336

P                                                  0.037

表2 比较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χ- ±s, d)
组别                   隐血转阴时间               出血停止时间                    住院时间

甲组(n=50) 2.31±0.23 1.23±0.15   9.21±2.35

乙组(n=50) 1.42±0.21 0.78±0.09   6.24±1.32

t                     20.206                     18.190                       7.791

P                     0.000                     0.000                       0.000

表3 比较两组不良反应[n(%)]
组别                     腹泻           恶心                         呕吐             总计

甲组(n=50)                 1(2.00)                1(2.00)                     0(0)                    2(4.00)

乙组(n=50)                 0(0)                      0(2.00)                     1(2.00)              1(2.00)

χ2                                                                                            0.345

P                                                      0.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