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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用药 与 药效 评价 #

左卡尼汀治疗小儿轮状病毒肠炎合并心肌损害临床观察

徐康 ¹ 朱海蛟 ¹ 谷国华 ¹ 王丽青º

摘 要 目的:观察左卡尼汀治疗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所致心肌损害的临床疗效 "方法:轮状病毒肠炎合并心

肌损害患儿72 例 ,按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38 例和对照组34 例 "两组患儿均给予纠正脱水 ,酸中毒和电解质紊乱

等对症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左卡尼汀 ,对照组予大剂量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辅酶 Q .",疗程均为14 d "观察

治疗前后患儿心肌酶谱 !肌钙蛋白的改变情况和治疗有效率 "结果:两组患儿治疗前心肌酶水平相似且均高于正
常值 ,治疗后心肌酶水平均显著下降(尸<0.05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P < 0.05 ) ;两组心肌肌钙蛋白 1

改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0 .05 ) ;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94 .74 % 和76 ,47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

< 0.05 ) "结论:左卡尼汀时小儿轮状病毒肠炎合并心肌损害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安全性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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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肠炎俗称 /秋季腹泻 0 ,是我国秋冬季

婴幼儿最常见病毒性腹泻 ,其主要病原菌为 A 群轮

状病毒(R V ) ,好发于6 个月 一2 岁婴幼儿 "临床症

状以呕吐 !腹泻 !发热为主 , 频繁呕吐和腹泻 ,可引

起脱水 !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 ,导致营养成分吸收障

碍 "目前认为 R V 除可引起肠道内感染外 ,还可引

起胃肠道外感染 1.2"近年来发现该病伴心肌损害

的病例有上升趋势侧 ,甚者导致暴发心肌炎而死

亡 ,是影响预后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采用左卡尼汀

治疗小儿轮状病毒肠炎合并心肌损害患)L 38 例 ,取

得了满意疗效 ,现报道如下 "

¹ 青田县人民医院儿科(浙江青田 323900 );º义乌市妇幼保健

院儿科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 11 年 6 月 ~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 ,符

合轮状病毒性肠炎诊断标准 7.!,及心肌损害诊断标

准[42的72 例患儿 ,按就诊顺序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 "治疗组 38 例 ,男25 例 ,女 13 例 ,年龄 6 个月 一-

3 岁(中位数 20 个月) "对照组 34 例 ,男 21 例 ,女

13 例 ,年龄 6 个月 一3 岁 , (中位数 18 个月 ) "两组

患儿性别 !年龄 !病情严重程度等临床资料比较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尸> 0.05 )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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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人院后均给予纠正脱水 !酸中毒和电

解质紊乱等对症治疗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左卡

尼汀注射液( 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5m l:g ,

批号 :201104242 ) 50 m g #kg一. #d一., ivd ,对照组加

用维生素 C 注射液 150 一200 m g #kg一., ivd , qd ,同

时口服维生素 E 50 m g , qd ,辅酶 Q l"10 019 ,tid "两
组疗程均为 14 d "

1.3 疗效评价指标

观察发热 !胸闷气短 !心电图 !心脏超声 !胸片的

变化情况 ,并记录 "人院当天和治疗2 周后 ,各采血

1次 ,测定心肌酶和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1 (CTn l ) "

1.4 疗效评定标准

显效:治疗 14 d 后心肌酶 !心电图 !CTn l 各项

指标均恢复正常 "有效:治疗 14 d 后心肌酶 !心电

图 !CTh l 各项指标有改善但未完全恢复正常 "无

效:治疗 14 d 后上述指标均无改善"总有效率 二显

效率 + 有效率 "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 5.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计量资料

以无士!表示 ,采用 -检验(方差齐性时)或 t -检验

(方差不齐时)"计数资料采用犷检验"尸<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肌酶谱变化情况比较

(x 土s , U #Ij一1)

组别 CK一M B LDll一1 IIB I)B

治疗组 治疗前 9() .2 士12.1 259.6 土23.6 308.9 士49.8

(n 二38 ) 治疗后 35.2 士9.3ab 129 .3 土10 .g al, 159, 3 士38 .10l,

对照组 治疗前 87.6 士11.5 264 .1士22.5 312.5 士53.3

(n 二34 ) 治疗后 46.9 士11.2a 179.8 士12.8. 219.7 士42.4u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尸< 0.05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尸<

0 .0 5 "

(80% )治疗后转阴 , 3 例 (20 % )仍为阳性 "肌钙蛋

白好转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 0.05 ) "

2.4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94 .74% , 对照组总有效率

76.47% "两组 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尸<

0.05) "见表 2 "

表2 两组疗效比较 5n ,% )

组别 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38 24 12 2 94 .74 -,

对照组 34 12 14 8 76 47

注:与对照组比较 ,a尸<0.05 "

2.5 两组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_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心电图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治疗组有心电图异常患者有 20 例 ,其

中出现窦性心动过速 ro 例 , I度房室传导阻滞有4

例 , ST一T 改变4 例 , Q一T 间期延长2 例 "对照组有心

电图异常者 17 例 ,其中出现窦性心动过速 7 例 , I

度房室传导阻滞 3 例 ,ST一T 改变5 例 ,Q一T 间期延长

2 例 "治疗 后:治疗组 心 电 图恢 复 正常 18 例

(90.0% ) ,对照组心电图恢复正常 13 例(82.4% ) ,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 "

2.2 两组治疗前后心肌酶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后两组 CK一M B !LD H 一1 !H B D B 均明显 下

降 ,与治疗前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 0.05 ) ,

且治疗组下降更明显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 ) "结果见表 l "

2.3 两组治疗前肌钙蛋白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 前 治疗 组 38 例 患 儿 中共 有 13 例

(34.2 1% )CTn l 阳性 ,其中 10 例 (76.92% )治疗后

转阴 ,3 例(23 .08 % )仍为阳性 "治疗前对照组 34
例患儿中共有 11 例 (32.35% )eTn l 阳性 , 其中8

3 讨论

近年来小儿轮状病毒(R V )感染伴心肌损害的

病例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发生率为25 .3% 一80 .0% ,

国内资料报道 ,患者心肌酶谱异常约为 50 % L.川

患者主要表现为精神欠佳 ,无严重的心肌炎特异性

体征 ,与病毒性心肌炎症状相似 "部分患儿只有水

泻等表现 ,而无心肌损害症状 ,心肌酶谱 !cT lll 及心

电图检查时发现 "本研究纳人患儿符合上述情况

其发病机制主要为:¹ 轮状病毒可以通过破损的胃

肠道勃膜进入血循环从而形成病毒血症 ,通过血液

等途径病毒侵犯心肌或继发免疫损伤;º大量的水

泻容易导致脱水 ,循环血量不足血压降低 ,冠脉流量

不足 ,缺血缺氧 ,酸中毒 ,损伤心肌细胞;»氧自由基
造成心肌损害"此种损害以潜伏型或亚临床型为

主 ,仅极少数有严重的心肌损害L. 2"

目前 R V 感染合并心肌损害的治疗方法除应用

微生态制剂调节肠道菌群及纠正脱水 ,酸中毒和电

解质紊乱等对症治疗 ,还应予大剂量维生素 C !维生

素 E !辅酶 Q , "等营养心肌治疗[42"而液体疗法是在

治疗腹泻中最常用最重要的对症措施 ,可以降低小

儿轮状病毒肠炎对患几全身的损伤 "本研究对我院

R V 感染合并心肌损害的患儿使用左卡尼汀营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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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治疗 ,并与使用大剂量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辅酶

QI"的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两者均有效 ,对降

低心肌酶及治疗总有效率 ,加用左卡尼汀治疗组均

优于对照组 ,对 CTnl 阴转率 ,左卡尼汀治疗组病例

较多 ,但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 与样本

量少有关 "

左卡尼汀俗称肉碱 ,是一种具有多重生理功能

的化合物 ,能转移长链脂肪酸进人线粒体基质l吕l,

并促进其 p一氧化 ,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有研究表

明 ,其心肌保护作用还与其减轻缺血心肌损伤19},

减少细胞内氧自由基生成有关1 .()J "当体内抗氧化

防御屏障不能保证完全清除自由基时 ,左卡尼汀可

作为长链脂肪酞基的载体 ,促进失去酞基的膜磷脂

重酞化和生物膜的及时修复 ,起到抗氧化防御屏障

的作用 ,同时左卡尼汀还具有稳定细胞膜的作用 ,使

受损心肌细胞免受破坏 ,保证心肌细胞的正常生理

功能 -.卜>, ]"

左卡尼汀对小儿轮状病毒肠炎并发心肌损害疗

效确切 ,安全性好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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