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JOURNAL OF  RARE  AND  UNCOMMON  DISEASES, APR. 2023,Vol.30, No.4, Total No.165

【第一作者】何思诺，男，主管护师，主要研究方向：重症护理。E-mail：edc80001@126.com
【通讯作者】何思诺

·论著·

万古霉素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治疗中的药学评价
何思诺*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河南 商丘 476100)

【摘要】目的 研究旨在探讨在万古霉素在用于感染性心内膜炎上的效果，同时根据其对比分析探究该药的药学评价。方法 根据情况选择回顾性分析，选择从
2019年1月到2022年1月期间符合相关条件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研究，共有112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6例。实验组抗生素选择万古霉
素，对照组的抗生素选择青霉素。分析患者的临床疗效、细菌清除率以及用药前后的ALB、BUN、ALT的检测数值。结果 实验组有效率明显较对照组高
(χ2=4.940，P<0.05)，实验组的细菌清除率明显较对照组高(χ2=9.818，P<0.05)，用药后患者ALB、BUN的检测数值明显较用药前高(P<0.05)，ALT检测
数值明显较用药前低(P<0.5)，实验组患者ALB、BUN的检测数值明显较对照组高(t=9.358、11.932，P<0.05)，ALT显著低于对照组(t=8.865，P<0.5)。结
论 万古霉素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效果较好，细菌清除较为彻底，而且其副作用较小，可在临床治疗时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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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Evaluation of Vancomycin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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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ancomycin on infective endocarditis, and to explore the pharmaceutical 
evaluation of the drug according to its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112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 who met the relevant condition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2,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6 cases in each group. Vancomycin was used as antibiotic i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penicillin was used as 
antibiotic in control group. Clinical efficacy, bacterial clearance rate and ALB, BUN, ALT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medic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χ2=4.940, P<0.05), the bacterial cleara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χ2=9.818, P<0.05), the values of ALB and BU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medication than before medication (P<0.05), and the values of AL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medication (P<0.5). 
The values of ALB and BU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9.358, 11.932, P<0.05), and AL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8.865, P<0.5). Conclusion Vancomycin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and the removal of bacteria is more thorough, and its side effects are less, so it can be preferr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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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临床上棘手的感染性疾病，其发病部位在
心内膜，其中主要的致病菌多为革兰氏阳性菌[1]。近年来随着有
关心血管介入治疗的兴起，再加上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
变，临床上该病的病人比例也逐年增大[2]。感染性心内膜炎如果
治疗不及时会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乃至发展为充血性心衰，最
后死亡[3]。所以，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
措施，现阶段治疗还是以抗生素治疗为主[4]。现选取我院感染性
心内膜炎患者，分别采用万古霉素和常规抗生素治疗，探究万古
霉素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效果，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在我院进行治疗，并
且符合条件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共选出患者112例可作为本
次实验的实验对象。
　　纳入标准[5]：有关于本次实验的疾病诊断标准都是根据2014年
版的《承认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中提及的
相关标准；所有入选患者的血培养结果都为阳性；所有患者都接受
超声心动图检测，并且进一步确定为心内膜炎；排除标准：患者年
龄过(<18岁)；患者在患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同时还患有血液系统
疾病者；患者同时还有其它脏器功能严重障碍；服用过类固醇等抑
制炎症类药物；合并糖尿病、高血压者；患有其它免疫系统疾病从
而导致感染细菌患有心内膜炎者；在我院治疗时突发死亡者。
　　符合以上所诉条件的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有

56例，男性患者有31例，女性患者有25例，患者年龄范围在
41~63岁之间，年龄平均值是(50.42±6.67)岁，患者的体质量是
(54.23±8.75)kg；对照组有56例，男性患者有32例，女性患者有
24例，患者年龄范围在41~64岁之间，年龄平均值是(50.17±5.87)
岁，患者的体质量是(54.57±7.89)kg。将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进行
对比，其间的差异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得基线资料的
差异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实验人员严格监督所有患者签署自
愿同意书，同时此次实验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讨论后得到批准。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常规治疗，包括基于营养支持，调节患者
免疫功能、补液平衡水电解质等。在此基础上实验组采用万古霉
素注射液治疗，用法用量：静脉滴注，每次500mg，每6小时滴
注一次，治疗4~6周。
　　对照组采用青霉素注射液治疗，用法用量：静脉滴注，每
日用药最低2次最高4次，每日用药总量在200万~2000万单位之
间，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在4~6周。
1.3 评价标准  患者临床效果评价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中的相关标准[6]，还有医务人员观察记录患者的临床表现，
以及心动图的结果来进行综合评定，痊愈：患者体温正常，细菌
培养结果为阴性，并且检查3次均为阴性，心电图结果显示无明
显异常情况；显效：患者体温偶有异常但无严重高热情况，心动
图检测结果显示心内赘生物缩小，患者感染菌检查其菌群数量减
少；改善：患者的高热情况有所好转，心动图检测心内赘生物有
所改善但并不明显，血培养结果菌群数量未增加；无效：患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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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况未见好转，心动图检测心内赘生物未见缩小，心脏杂音等
情况未见改善。有效率=[(痊愈+显效)/总例数]×100%。
　　根据用药后的血培养结果记录患者的细菌清除情况，血培养
阴性作为清除标准，根据菌群数量变化将其分为细菌完全清除、
感染菌部分清除、感染菌尚未清除、感染菌出现替换、感染菌再
感染5个细菌清除情况等级。以细菌完全清除作为细菌清除率。
　　记录用药前后的生化指ALB、BUN、ALT的检测数值。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中所纳入的样本数据均用Excel表格进行
整理，需要进行统计运算的则用SPSS22.5版软件行统计学分析，数
据为计量资料则采用(χ- ±s)的形式表达，t检验，数据为计数资料
用百分比%的形式表达，χ

2检验，统计学意义比较标准为a=0.05.

2  结   果
2.1 疗效分析  实验组临床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4.940，
P<0.05)，见表1.
2 . 2  细 菌 清 除 率 分 析   实验组的实验清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9.818，P<0.05)，见表2.

2.3 生化指标  用药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机体指标ALB、BUN、
ALT在检测数值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P>0.5)，用药后得
患者机体ALB与BUN的检测数值显著高于用药前(P<0.05)，ALT
的检测数值显著小于用药前(P<0.5)，且实验组患者机体的ALB、
BUN的数值显著高于对照组(t=9.358、11.932，P<0.05)，ALT显
著低于对照组(t=8.865，P<0.5)，见表3。

3  讨   论
　　感染性心内膜炎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常发生在新生儿、老年
患者或者免疫机能较差的人群[7]。感染性心内膜炎重要的病例特点
是，心内膜受到致病病原体的侵袭，导致该部位出现炎症，如果不
及时治疗则被感染的部位因此出现严重的炎症反应[8]。感染性心内
膜炎在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是发病较急，患者常伴有高热、寒战、心
杂音，或有出血性皮疹、脓肿等症[9]。通常感染的病原体是致病性
矫情的细菌或真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最为常见
[10]。临床上对于这类病原体感染性疾病，常采用广谱抗菌药物治
疗。青霉素是作为临床较为常用的抗菌药，在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治
疗上也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在体外实验可以得出其对细菌具有较好
的敏感性，而且对于一些体质较好的患者来讲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
效果。但近年来，虽然有关于抗生素的使用有严格规定，但是一些
不规范诊所在用药上为了追求效果而滥用抗生素，这就导致了机体
的耐药性增加[11]。同时，多数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自身体抗力较
差，这类患者的特点是以往有过感染性疾病的病史，所以他们机体
内对于抗生素室友一定耐药性的，当他们患有感染性心内膜炎后，
使用青霉素治疗反而效果不明显。为了尽快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
及时清除细菌，需要选择效果更好的抗菌药物[12]。
　　万古霉素现阶段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抗菌药物，但应用在感
染性心内膜炎的治疗上的案例较少，因此与之相关的报道不够完善
[13]。万古霉素同青霉素不同，根据其结构来说，其为糖肽类大分子
物质，所以在临床上万古霉素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其明显的优势是
万古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甚佳[14]。万古霉素是抗革兰
氏阳性菌的主要抗生素，临床上有关革兰氏阳性菌感染的疾病采用
万古霉素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在临床使用万古霉素时，也需
要注意其副作用，万古霉素具有肾毒性，因此对于有这类基础疾病
的患者，在临床中需要严格控制其计量[15]。本次研究结果，在临床
症状的表现上，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更加显著，而对照组虽然有
一定的效果，但同实验组相比其效果略有逊色，两组相比较而言其
主要特点是实验组的患者体温控制较好，由此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患
者在临床上的恢复更佳，而在细菌清除上，实验组的细菌清除效果
更加彻底，而且未见在感染情况，这一点对照组表现较差，这也是
对照组临床效果较差的原因之一。万古霉素对于机体内细菌清除更
加彻底，机体的耐药性较轻，因此临床效果更加明显；用药后实验
组患者ALB、BUN的检测数值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ALT显著低
于对照组(P<0.5)，说明在这次实验中，有关万古霉素的用法用量

上较为慎重，所以能做到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又能极大的控制药物毒
性，所以患者的生化指标表现良好。对于万古霉素的用量之所以会
较为灵活，是因为医生会根据患者身体情况酌情用药。所以对于抗
生素在临床上的使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最大
限度的保证患者有较好效果，同时不会有较为明显的副作用，而对
照组虽然在治疗上采用的用药方案和实验组一样，但因为青霉素治
疗的敏感性较差，所以在用药上计量略有增加，这也导致药物毒性
反应较大，所以对照组的生化指标较差。
　　综上所述，万古霉素在控制细菌感染类疾病效果显著，对于感
染性心内膜炎的效果尤佳，虽然该药具有一定的毒性，但控制好用药
剂量患者的副反应较轻，因此在临床上可优先选择万古霉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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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生化指标分析
组别  n               ALB(g/L)                                BUN(mmol/L)                                          ALT(mmol/L)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实验组 56         20.34±5.42      36.62±4.36* 5.42±0.74       8.76±1.28* 109.76±16.65 72.21±9.21*

对照组 56         20.43±4.86      30.42±2.36* 5.38±0.46       6.31±0.85* 110.57±17.54 86.53±7.83*

t              0.093      9.358                     0.344         11.932 0.251                     8.865
P              0.927      0.000                     0.732         0.000                     0.803                     0.000
注：*与用药前相比，P<0.05。

表2 两组清除率比较[(n)%]
组别  n              清除          部分清除 未清除    替换     再感染

实验组 56        50(89.29)      6(10.71)    0(0)     0(0)       0(0)

对照组 56        36(64.29)      7(12.50)    8(14.29)     4(7.14)       1(1.79)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痊愈 显效   改善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56        33(58.93)     21(37.50) 1(1.79) 1(1.79) 54(96.43)
对照组 56        27(48.21)     20(35.71) 7(12.50) 2(3.57) 47(83.93)
χ2      4.940
P      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