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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拉定致药物性血尿２６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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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头孢拉定所致血尿的原因，提高对其不良反应的认识。方法　对应用头孢拉定致血尿的２６
例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静脉滴注头孢拉定可致药物性血尿，其原因有滥用、剂量过大、浓度过高、输液速度过快
等。结论　临床应用头孢拉定要严格掌握适应证及用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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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孢拉定在儿科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应用比较普遍，但近
年来应用该药引起血尿的病例逐渐增多，我院儿科２０００年１
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共收治因静脉滴注头孢拉定所致血尿的患儿
共２６例，现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发生血尿的２６例患儿中，男１９例，女７例；
１～３岁１２例，～６岁９例，～１２岁５例；患上呼吸道感染１８例，
支气管炎３例，支气管肺炎１例，小儿肠炎４例。头孢拉定用量
为５０～１００ｍｇ·ｋｇ·ｄ－１，且全天剂量一次静脉滴注，其中１例
１００ｍＬ液体中加入头孢拉定１．５ｇ，１ｈ滴完。１例与小诺霉素
合用２ｄ。
１．２　临床表现　２６例患儿均在静脉滴注头孢拉定过程中，或
静脉滴注完后出现肉眼血尿，无水肿、尿少、高血压等肾炎症状

及尿路刺激症状，其中２例在静脉滴注过程中出现血尿，其余
２４例血尿均发生于静脉滴注头孢拉定后０．５～１０．０ｈ不等。１１
例血尿前伴有下腹痛。实验室检查：尿常规示红细胞

＋＋＋＋，尿血红蛋白阴性，肾功能检查全部正常，１２例作血
Ｃ３补体正常。血常规白细胞总数和／或中性粒细胞升高１９例，
白细胞总数正常而淋巴细胞升高７例。２例既往有肾炎病史，１
例腹部Ｂ超及ＣＴ提示左肾积液、输尿管扩张。
１．３　治疗　发生血尿后立即停用头孢拉定，并静脉滴注１／４～
１／５张液体，促使药物排泄，不用止血药，改用青霉素类抗生素
或抗病毒药物治疗原发病。

１．４　转归　１９例２４ｈ内肉眼血尿消失，７例４８ｈ内肉眼血尿
消失，除了１例左肾积液、输尿管扩张的患儿外，其余２５例均在
５ｄ内尿常规恢复正常。
２　讨论　

本组患儿既往无血尿病史、药物致变态反应史及出血性疾

病史。具有明确的静脉滴注头孢拉定史。在用药不久后出现

无症状性肉眼血尿，停药后给予一般治疗，肉眼观血尿很快消

失，且无水肿、尿少、高血压、尿路刺激症状，基本可排除肾性血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作者简介］　黄雁娜（１９６２－），女，广东汕尾人，副主任医师，学

士，主 要 从 事 儿 科 临 床 工 作。电 话：０７５０－５１８７２３８，Ｅｍａｉｌ：

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ｎａ３２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尿及尿路感染等常见血尿原因，可以确认血尿的发生与用药有

关。

头孢拉定进入人体后有９０％的原形从肾脏排泄［１］。在脱

水、肾功能不全、用药量过大或年龄偏小者，都能加重肾脏负

担，损害肾脏，出现肾区胀痛、血尿等。本组患儿静脉滴注头孢

拉定后出现血尿，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①滥用问题：
头孢拉定主要用于敏感细菌引起的呼吸道、尿道及软组织感

染，本组有７例白细胞总数正常而淋巴细胞升高，提示病毒感
染，故属不合理用药。②剂量过大、浓度过高、输液过快：本组
患儿虽然按常规用量５０～１００ｍｇ·ｋｇ－１·ｄ－１，但无分次给予，
一天用量一次静脉滴注，１例 １００ｍＬ液体中加入头孢拉定
１．５ｇ，于１ｈ滴完，造成头孢拉定短时间内较高的血浓度和肾
浓度而引起血尿。③肾毒性因素：并用肾毒性药物，如１例并
用小诺霉素，增加肾毒性反应的发生；血容量减少，血药浓度升

高，本组４例肠炎患儿伴脱水，血液浓缩，肾排泄减少，肾组织
药物浓度增加，会引起或加重肾损害［２，３］；原有肾脏疾患的患儿

易引起肾损害：本组２例既往有肾炎病史，１例腹部 Ｂ超及 ＣＴ
提示有肾积液、输尿管扩张，故使用肾毒性药物易引起肾损害；

婴幼儿肾脏发育尚不完善，排泄功能较差，易引起药物畜积：本

组＜３岁１２例，３～６岁９例，７～１２岁５例，说明年龄越小，发
病率越高。

本组２６例患儿发生血尿，经停药治疗后，２ｄ内肉眼血尿
消失，５ｄ内尿常规恢复正常，提示头孢拉定对肾脏损害为一过
性，预后良好。因此，笔者认为，小儿应用头孢拉定一定要严格

掌握其适应证，静脉滴注时剂量不宜过大，浓度不宜过高，速度

不宜过快，１日剂量分次给予，避免与其他肾毒性药物合用，有
腹泻、呕吐者，用药前应纠正脱水及电解质紊乱，对原有肾脏疾

患及婴幼儿患者更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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