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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椇椲目的椵探究重症胰腺炎应用奥曲肽治疗的临床疗效棳并为该病治疗积累实战经验暎椲方法椵选取棽棸棸椆年

椂月暙棽棸棻棽年棻棽月我院消化内科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椂椄例棳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棳分别设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棳每组棾棿例暎棽组患者均采取常规对症处理棳而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辅助奥曲肽治疗暎椲结果椵治疗组临床疗

效高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临床症状改善及生化指标恢复正常时间早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棳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

低于对照组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椲结论椵奥曲肽治疗重症胰腺炎棳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棳并缩短住院时间棳值得进一步推广

应用暎
关键词椇奥曲肽椈重症胰腺炎椈临床疗效椈并发症椈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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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棳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及饮食习惯

的改变棳高脂高蛋白食品逐渐成为人群的主要饮食

成分棳进而导致急性胰腺炎呈现逐年攀升之势椲棻椵暎
急性胰腺炎发病迅速暍病情危重棳若处理不当棳极易

出现一系列全身脏器病变棳最终可诱发死亡椲棽椵暎重

症胰腺炎病情更为凶险棳患者可出现胰腺肿胀暍充
血棳甚至出现胰腺细胞破裂暍胰腺坏死棳发生胰酶自

身组织溶解棳导致急腹症的出现椲棾椵暎正是由于病情

的凶险性棳如何在早期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手段避

免病情恶化棳并有效控制临床症状暍降低病死率棳已
经成为胃肠疾病专家关注的焦点暎笔者查阅国内外

关于重症胰腺炎治疗方面的荟萃分析棳发现奥曲肽

在治疗该病方面成效卓著椲棿椵暎故笔者设计本研究棳
旨在进一步探究奥曲肽辅助常规治疗方案在重症胰

腺炎方面的实际效果棳现报告如下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

选取棽棸棸椆年椂月暙棽棸棻棽年棻棽月我院消化内

科收治的重症胰腺炎患者椂椄例棳其中男棿棽例棳女
棽椂例棳年龄为棽棿暙棿椆岁棳平均棬棿棽灡棻暲棻灡椆棭岁暎患

者均经血糖暍血钙暍胰腺 斅超暍斖斠斏等检查棳再联合

其临床症状体征棳确诊为重症胰腺炎棳诊断参照人卫

第椃版暥内科学暦教材中关于该病的诊断标准暎利用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棳分别设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棳
每组棾棿例暎治疗组男棽棸例棳女棻棿例棳年龄棽棿暙椀棻
岁棳平均年龄棬棿棻灡椄暲棻灡椃棭岁椈对照组男棽棽例棳女棻棽
例棳年龄棽椃暙棿椄岁棳平均年龄棬棿棽灡棿暲棽灡棻棭岁暎棽组

在性别暍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棬 椌棸灡棸椀棭棳具
有可比性暎

纳入标准椇患者既往不存在其他心暍肝暍肾等重

要脏器疾患椈不存在原发性或继发性痴呆椈不存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椈不存在溶凝血功能异常椈斄斝斄斆斎斉
栻评分棬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棭椌椄分椈
对本研究知悉并签署同意书暎
棻灡棽暋方法

棽组患者均采取常规对症治疗方案棳即胃肠道

减压暍抗感染暍营养支持及抑制胰腺分泌暍抑制胰酶

活性等方法暎治疗组在此基础上棳辅助奥曲肽治疗棳
用药方案椇将棸灡棾旐旂奥曲肽加入葡萄糖配置成溶

液棳棽棿旇维持静滴棳棸灡椂旐旂棷斾棳待病情好转后减量棳
疗程棾暙椃斾暎
棻灡棾暋观察项目

记录棽组患者在治疗后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改

善情况棳包括胰腺水肿暍腹痛腹胀消退时间及血尿淀

粉酶和白细胞恢复正常所需时间椈记录棽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椈比较棽组患者临床疗效椇栙显

效椇患者治疗后棾斾内腹痛消失棳且血尿淀粉酶恢复

正常椈栚有效椇治疗后椀斾内腹痛消失棳且血尿淀粉

酶恢复正常椈栛无效椇治疗时间超过椀斾棳患者腹痛仍

未消失甚至程度加重棳血尿淀粉酶未恢复正常水平暎
总有效率椊显效率棲有效率暎
棻灡棿暋统计学处理

采取斢斝斢斢棻椆灡棸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棳其
中计量资料采取 检验椈计数资料以棩作为统计描

述棳采取氈棽 检验椈等级资料采取 斪旈旍斻旓旞旓旑符号秩和

检验暎以 椉棸灡棸椀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棽组患者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改善情况

治疗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及生化指标恢复正常

时间均早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
棬见表棻棭暎



表棻暋棽组患者临床症状及生化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斾棳暲
组别 例数

胰腺水肿

消退时间

腹痛腹胀

消退时间

尿淀粉酶恢复

正常时间

血淀粉酶恢复

正常时间

白细胞恢复

正常时间
住院时间

治疗组 棾棿 椂灡棸暲棻灡椀棻棭 棾灡棸暲棸灡椃棻棭 棿灡棸暲棸灡椃棻棭 棾灡椄暲棸灡椀棻棭 椀灡棽暲棻灡棻棻棭 棻椆灡椃暲椀灡椃棻棭

对照组 棾棿 椄灡棾暲棻灡棿 棿灡椂暲棸灡椄 椂灡椂暲棻灡棽 椂灡椀暲棻灡棻 椄灡椂暲棻灡椂 棽椆灡棿暲椃灡棾
暋暋与对照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暎

棽灡棽暋棽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棬见表棽棭暎

表棽暋棽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例棬棩棭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棾棿 棻椄棬椀棽灡椆棭 椄棬棽棾灡椀棭 椄棬棽棾灡椀棭 棽椂棬椃椂灡椀棭棻棭

对照组 棾棿 棻棸棬棽椆灡棿棭 椄棬棽棾灡椀棭棻椂棬棿椃灡棻棭 棻椄棬椀棽灡椆棭
暋暋与对照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灡棸椀暎

棽灡棾暋棽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

治疗组在治疗期间出现胰腺假性囊肿及肾功能

不全者各为棻例棳并发症发生率为椀灡椆棩棬棽棷棾棿棭棳死
亡棸 例椈对照组并发肾功能不全 棽 例暍假性囊肿

棽例棳胰腺囊肿棾例棳发生率为棽棸灡椂棩棬椃棷棾棿棭棳死亡

棽例棬椀灡椆棩棭暎治疗组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均低

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棾暋讨论

重症胰腺炎是胰腺炎的特殊类型棳由于其病情

进展迅速暍并发症多暍病死率高而备受医务人员关

注暎随着病情的进展棳患者可表现出休克暍应激性溃

疡暍多器官功能衰竭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及弥漫性

血管内凝血等多种并发症棳这对于患者病情的预后

是极为不利的棳也是引发死亡的重要因素椲椀椵暎因此棳
如何在早期有效地控制疾病棳以扼制病情进展对其

预后康复显得极为关键暎目前棳在临床上以药物保

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作为主要治疗手段棳其中药物治

疗以对症干预为主棳进而导致临床疗效差强人意暎
近年来棳据文献报道棳奥曲肽辅助应用于重症胰腺炎

患者可获得可观的临床疗效椲椂椵暎故笔者设计本研

究棳旨在进一步了解该药的药理成效暎
研究结果显示棳治疗组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血

生化指标恢复正常时间均早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对照组采取常规对症处理棳即

通过胃肠道减压暍抗感染暍营养支持及抑制胰腺分

泌暍抑制胰酶活性等方法棳以减轻胰腺的炎症反应暎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奥曲肽进行治疗暎奥

曲肽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天然生长抑制素八肽衍生

物棳它具有与生长抑素相似的药理学特性棳即奥曲肽

进入人体后棳会与胰腺细胞膜上的生长抑素受体相

结合棳进而抑制腺苷酸环化酶以发挥临床效果椇栙通

过有效地抑制胰腺细胞分泌功能棳进而减少胰液和

胰酶的分泌棳同时还能降低胰酶的生物学活性椈栚通

过有效地松弛斚斾斾旈括约肌棳能够降低胰腺组织自身

压力棳进而保护胰腺腺泡组织棳避免腺泡受到破坏棳
阻止内毒素血症的发生椈栛它还能有效抑制促炎细

胞因子的生长棳进而降低机体炎症反应棳减轻胰腺的

病理性损伤棳并促进胰腺组织自身修复暎治疗组经

治疗后棳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综上所述棳对于重症胰腺炎患者而言棳在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辅助奥曲肽治疗棳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棳缩
短住院时间棳改善患者预后棳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

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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