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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小剂量红霉素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28 例的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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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口服小剂量红霉素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

方法 将 56 例

喂养不耐受需经鼻胃管喂养的早产儿随机分为两组
,

每组 28 例
,

两组均采用相同的早产儿配方奶经鼻胃管喂

养和静脉营养
,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应用口服小剂量红霉素 ( 3
一 s m岁k g

一 ` ·

d
一 ’
)治疗

。

结果 治疗组的疗效

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 (尸 < 0
.

01 )
。

结论 口服小剂量红霉素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具有疗效确切
,

给药

方便
,

且剂量小
,

疗程短
,

无明显不良反应等优点
,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关键词」 小剂量红霉素 ; 早产儿 ; 喂养不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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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 (胎龄 < 37 周出生 ) 由于胃肠道发育不

成熟或功能紊乱
,

在胃肠道喂养时常常存在喂养不

耐受
,

出现呕吐
、

腹胀
、

胃储留等情况
,

严重影响早产

儿存活率及生存质量
。

为探讨更为有效的治疗方

法
,

我科于 2 0 07 习 2 一 2 0 1 0
一

01 给予 口服小剂量红霉

素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 28 例
,

疗效确切
,

现报告



6 36

如下
。

1资料与方法

1
.

1一般资料 本组 6 5例早产儿符合以下喂养不

耐受标准
:
( l )频繁呕吐

,

每天 > 3 次 ; ( 2 )奶量不增

加或减少持续 > 3 d ; ( 3) 胃残留量超过上次喂养的

1/ 3 ; ( 4 )腹胀
。

符合以上任意一项
,

可考虑为早产

儿喂养不耐受 〔̀ l
。

本组患儿均排除胃肠道先天畸

形
,

无其他并发症
。

将 56 例患儿随机分成两组
,

每

组 28 例
。

治疗组
:
男 17 例

,

女 n 例
,

日龄 1 一 12 h

2 1 例
,
> 12 一 24 h 7 例

,

胎龄 2 8 一 3 0 周 14 例
,
> 3 0 -

犯 周 9 例
,
> 3 2 ~

34 周 5 例
,

出生体重 1 200
一 1 500 9

2 0 例
,
> 1 5 0 0 一 2 0 0 0 9 7 例

,
> 2 0 0 0 一 2 3 0 0 9 1

例
。

对照组
:
男 18 例

,

女 10 例
,

日龄 l 一 12 h lg 例
,

> 12 一
24 h g 例

,

胎龄 2 8 一 3 0 周 1 5 例
,
> 3 0 一 3 2 周

9 例
,
> 3 2 一 3 4 周 4 例

,

出生体重 1 2 0 0 一 1 5 0 0 9 18

例
,
> 1 5 0 0 一 2 0 0 0 9 8 例

,
> 2 0 0 0 一 2 3 0 0 9 2 例

,

两

组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5 )
,

具

有可比性
。

1
.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人院后均给予常规护理
、

鼻胃管喂养及静脉营养等处理
,

腹部 x 线片
、

胃肠

道 B 超除外胃肠道病理解剖障碍
。

对照组常规采

取抬高上半身右侧卧位
,

用温生理盐水洗胃后胃管

内注奶及妈咪爱等治疗
,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辅予小剂量红霉素 3 一 5 m g/ k g
一 ’ ·

d
一 ’ ,

分 3 次
,

喂

奶前 巧 m in 胃管内注人
,

每隔 s h 一次
,

7 d 为一疗

程
。

治疗期间每天观察呕吐次数
、

进食奶量
、

胃漪留

量及大便性状
,

并称体重
,

并在治疗前及治疗 s d 和

10 d 各监测肝
、

肾功能
、

电解质一次
。

1
.

3 疗效评定 显效
:
用药 5 一 7 d 症状消失 ;有

效
:
用药 5 一 7 d 症状明显改善 ;无效

:
用药 7 d 症状

无改善
。

总有效率为显效率加有效率
。

1
.

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P EM 3S
.

0 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分析
,

计量资料以均数 土标准差 (无士
:
)表示

,

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犷检验
;等级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

以 P < 0
.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2 结果

2
,

1 两组早产儿治疗后临床疗效 比较 治疗组的

疗效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对照组 (尸 < 0
.

0 1 )
。

见表 1
。

表 1 两组早产儿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 n)

例数 显丝
l 2

有效 无效

2 8

2 8

14

l 0

2

l 3

总有效率
26 ( 9 2

.

9 )

15 ( 5 3
.

6 )
一 3

.

13 ,

( 0
.

0 1

9
.

106
( 0

.

0 1

别一组组一产
`

一疗照一为
组一治对一z

2
.

2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 2 例转氨酶轻度升高
,

停

药 10 d 后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
,

无腹泻等不良反应

病例
。

3 讨论

早产儿生后的存活率及生存质量与其胃肠道喂

养的适应能力密切相关
,

早产儿胃肠协调运动功能

差
,

胃肠道激素分泌不足
,

胃排空能力与足月儿相 比

是相对延迟的l2[
,

且食管下段扩约肌发育不成熟
,

易发生胃食管反流
。

国内外报道川
,

早产儿胃食管

反流发生的比例高达 7 0 % 一
80 %

,

故常常出现呕

吐
、

腹胀
、

胃潞留等喂养不耐受情况
,

促胃肠动力药

有助于改善喂养不耐受
。

近年来
,

大量 的基础和临

床研究发现
,

红霉素系胃动素受体激动剂
,

具有胃动

素样作用
,

通过激活胆碱能神经元上的胃动素神经

受体和胃肠道上段胃动素平滑肌受体而起到促胃肠

运动的作用
,

能促胃排空
,

减少反流
,

改善胃窦
、

十二

指肠功能的协调性
,

并可提高食管下段括约肌压力
,

减少胃食管反流 川
。

小剂量红霉素对喂养不耐受

的早产儿安全有效
,

并能促进胃肠喂养
,

帮助早产儿

渡过喂养关
,

缩短静脉营养时间
。

笔者观察 28 例
,

效果明显
,

给药方便
,

且剂量小
,

疗程短
,

无明显不 良

反应
,

适合临床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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