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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倍他司汀治疗头晕的应用

姜园园

东海县中医院 江苏 连云港 222300

摘 要：目的：盐酸倍他 司汀治疗头晕的应用效果分析与 探究。 方法：实验于 21年 3月至 22年 3月期间选择因头晕
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 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人 共计 98例。 按照治疗举 措进行分组，每组均纳入 49例病人 。 按
照治疗方案进行命名，分别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 常规组所采用的治疗方案为 传统常规治疗，研究组则采用盐酸倍他 司
汀治疗。 总结与 探究 2种治疗方案实施效果。 结果：治疗前常规组与 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
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评分、恶
心呕吐评分均有所降低，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
耳鸣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均有所降低，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 虽然常规组、研究组评分结果改善，
但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均高于 研究组，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
结论：盐酸倍他 司汀治疗头晕的作 用优异，此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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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etast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dizziness. Methods:
A total of 98 cases of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due to dizziness were investigated from March 21 to March 22.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reatment measures, and 49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protocol,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study group.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as used i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while Betastine hydrochloride was used in the study group. We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two treatment program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standing instabilities, balance disorder, deafness and tinnitus,
nausea and vomiting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tanding instabilities,
balance disorder, deafness and tinnitus,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decreased, and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tanding instabilities, balance disorder,
deafness and tinnitus,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decreased, and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Although the scores of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were improved, the scores of standing instabilities,
balance disorder, deafness and tinnitus,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with
certain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Betastine hydrochloride has an excellent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dizzines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 Betastine hydrochloride; Dizziness

头晕在临 床治疗中 属于 常见且 多发疾病，此疾病具备
发病高的特点，据临 床不 完全收集与 统计资料证实，最近
几年因头晕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 呈逐年增高趋势[1 ]。 眩
晕是指在没有自身运动时的自身运动感觉或在正常头部
运动时扭曲的自身运动感觉。涵盖了 虚假的旋转感觉及其
他 虚假感觉，如摇摆、倾倒、浮动、弹跳或滑动[2-3]。 通
常情况下 ，头晕在临 床治疗中 以 对症治疗为 主 ，有效的治
疗可明显改善临 床症状。通常情况下 ，临 床常用治疗方案
为 传统常规治疗，但我科室为 了 提高治疗效果则采用盐酸
倍他 司汀治疗。 为 了 总结与 探究 2种治疗方案实施效果，

于 21 年3月至22年3月期间选择因头晕而就诊于 我科室
的病人 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人 共计 98例，具体实
施情况、结果分析，如下 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实验于 21 年3月至22年3月期间选择因头晕而就诊

于 我科室的病人 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人 共计 98例。
按照治疗举 措进行分组，每组均纳入 49例病人 。 按照治
疗方案进行命名，分别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 常规组：n = 49
例，其中 男者：n = 24 例、女者：n = 25 例，年龄在 45岁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卷 7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74

至 76岁之 间，中 位年龄为 60 .25岁。 研究组：n = 49例，
其中 男者：n = 25例、女者：n = 24例，年龄在 46岁至 76
岁之 间，中 位年龄为 60 .35岁。 参与 本次调研的病人 一 般
资料经对照并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 5）。

1 .2实验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治疗方案为 传统常规治疗，即为 天麻

素单独治疗，根据病人 实际情况，对病人 实施天麻素实施
静脉滴注治疗，取 0 .6g的药物与 5%葡萄糖溶液充分混匀
后以 静脉滴注方式给予 病人 。

研究组则采用盐酸倍他 司汀治疗，具体如下 ：盐酸倍
他 司汀30 m g加入5% 葡萄糖注射液或 0 .9% 氯化钠注射
液中 ，一 日 1 次。 7天为 1 个 疗程，共治疗 1 个 疗程。

1.3指标观察
治疗结果总结。 （1）治疗有效率：采用显著、显效、

无效方式进行表述，显著：说明经过治疗病人 临 床症状显
著改善，显效：说明病人 临 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说明
上 述情况均未达到。 （2）症状评分：从 治疗前、治疗后
总结病人 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评分、
恶心呕吐评分。

1.4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处理数

据，正态计量数据用“ M ean ± SD”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
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0 .0 5 为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治疗有效率对照
常规组：n = 49例病人 ，治疗结果为 显著者/25例、显

效者/15例、无效者/9例，有效率为 40 /49（81 .63%）；
研究组：n = 49例病人 ，治疗结果为 显著者/36例、显效者
/12例、无效者/1 例，有效率为 48/49（97.96%），常规
组治疗有效率为 81 .63%明显低于 研究组的 97.96%，两 组
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2.2常规组、研究组症状评分对照
2.2.1 治疗前常规组、研究组症状评分对照
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为 3.12± 0 .25分、平衡失调评

分为 3.13± 0 .19分、耳聋耳鸣评分为 3.1 1± 0 .26分、恶心
呕吐评分为 3.1 1± 0 .24分；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为 3.13
± 0 .26分、平衡失调评分为 3.14± 0 .20 分、耳聋耳鸣评分
为 3.12± 0 .27分、恶心呕吐评分为 3.12± 0 .25分，治疗前
常规组与 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
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 .0 5）。

2.2.2治疗后常规组、研究组症状评分对照
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为 1.81± 0 .32分、平衡失调评

分为 1.79± 0 .31 分、耳聋耳鸣评分为 1.84± 0 .34分、恶心

呕吐评分为 1.81± 0 .31 分；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为 0 .86
± 0 .31 分、平衡失调评分为 0 .85± 0 .27分、耳聋耳鸣评分
为 0 .87± 0 .31 分、恶心呕吐评分为 0 .89± 0 .27分，治疗后
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评分、恶
心呕吐评分均有所降低，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
（P< 0 .0 5）；治疗后研究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
耳聋耳鸣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均有所降低，与 治疗前相比
有一 定差异，（P< 0 .0 5）。 虽然常规组、研究组评分结果
改善，但常规组站立不 稳评分、平衡失调评分、耳聋耳鸣
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均高于 研究组，相比有一 定差异，
（P< 0 .0 5）。

3 讨论

眩晕疾病特殊，在临 床治疗中 以 搭配有效的治疗，通
常情况下 临 床常用治疗方案为 药物治疗，天麻素为 常用治
疗药物[4]。 天麻素是从 兰科植物天麻的干燥根块中 提取的
有机化合物，天麻素具有较好的镇静和安眠作 用，同时可
治疗痛眩晕、等疾病[5]。 另外，天麻素还具有明显的阵痛、
镇静效果，其可以 对患者大脑皮质的兴奋性进行恢复，从
而对相关头晕症状进行有效抑制[6-7]。 虽然天麻素有一 定
的治疗效果，但作 用一 般，为 了 提高治疗效果，我科室采
用联合盐酸倍他 司汀进行共同治疗。盐酸倍他 司汀属于 化
学结构、生物活性类似于 组胺类药物，同时也 是 H 1 受体
激动剂，对脑血管、心血管，特别是对椎基底动脉系统有
较明显的扩张作 用，显著增加心、脑及周围循环血流量，
改善血循环，并降低全身血压，此外能增加耳蜗和前庭血
流量，从 而消除内耳性眩晕，耳鸣和耳闭感，还能增加毛
细血管通透性，促进细胞外液的吸收，消除淋巴内水肿；
能对抗儿茶酚胺的缩血管作 用并降低动脉压，并有抑制血
液凝固及 A DP 诱导的血小板凝集作 用，还有轻微的利尿
作 用，并在降低颅内压方面亦 有一 定作 用，不 会对患者心
肾功能造成负担，提高治疗安全性。

综上 所述：盐酸倍他 司汀治疗头晕的作 用优异，此方
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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