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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地高辛；血药浓度；
治疗药物监测”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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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军区总医院10年血清地高辛浓度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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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济南军区总医院10年血清地高辛浓度监测结果，为临床合理使用地高辛提供参考。方法利

用治疗药物监测的Access数据库对济南军区总医院2001～2010年的地高辛监测情况进行分析，地高辛的血清

浓度测定采用荧光偏振免疫法。结果地高辛血清浓度监测例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 200例血清地高辛浓度监测的

结果中，在有效血清浓度范围内1 513例次，占68.8%；低于下限372例次，占16.9%；高于上限315例次，

占14.3%。中毒的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腹胀、食欲不振等消化道症状及室性期前收缩、房室传导阻滞等心律

失常症状，以及头痛、头晕等神经系统症状。在监测的病例中，60岁以上患者共1 754例次（79.7%），以＞

80岁的年龄组例数最多，共898例次（40.8%）。各年龄组平均血清地高辛浓度值较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临床使用地高辛应根据治疗药物监测的结果，结合患者的生理、病理情况，并结合临床表现及联合用药
情况，合理调整给药方案，实现个体化给药，达到安全有效地使用高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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