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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分析 
赵杰 

(太原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  山西太原  040001) 

摘要：目的：探析西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方法：此次研究对象，为院内就诊感染患者 100 例，2023 年 1 月

-10 月，遵照患者治疗方案分组研究，对照组 50 例接受头孢他啶静脉滴注治疗，研究组 50 例则接受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对两组治

疗效果、不良反应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不

良反应主要累及系统-器官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胃肠系统、呼吸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结论：临床治疗使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

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但易导致不良反应发生，主要累及系统-器官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胃肠系统、呼吸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应提高

对用药安全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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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为三代头孢菌素的一种，主要是将头孢哌

酮与β-内酰胺酶按照特定的组成比例配制而成。这两种成份的混

合提高了杀菌效果，其效果是单用的 4 倍。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是

一款临床常用的抗菌药物，主要用于预防和控制多种由于细菌导致

的呼吸道、泌尿生殖系统等多种炎症，可有效控制多种细菌诱发的

炎性疾病。该产品具有良好的使用功效，但不良反应发生几率也相

对较高，常见的包括发热、恶心呕吐、过敏性休克等.因此，不光要

研究此种药物对临床效果的应用效果，还要对此种药物的不良反应

做出研究，找到控制不良反应发生的方法[1]。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院内就诊感染患者 100 例，2023 年 1 月-10

月，遵照患者治疗方案分组研究；对照组 50 例，有男性患者 28 例，

有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 34~80（56.12±1.12）岁；研究组 50 例，

有男性患者 26 例，有女性患者 24 例，年龄 33~81（56.15±1.09）

岁；患者基础资料对比结果，具有可比性 P＞ 0.05。患者提供相关

研究文件。 

纳入标准：患者均为细菌感染性疾病；患者意识清晰；研究所

使用药物均耐受；配合度高；家属知情。 

排除标准：深度昏迷；合并其他急危重症；恶性肿瘤；中途转

换治疗方案；精神疾病。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 50 例接受头孢他啶静脉滴注治疗：头孢他啶(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023423)静脉滴注使用，每日 2 次，配比为 2g 头孢他

啶+100ml 氯化钠注射液（0.9%）。研究组 50 例则接受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治疗：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54885)每间隔 12h 则给药 1 次，配比为 3g 头孢他啶+100ml 氯

化钠注射液（0.9%）。两组均持续治疗 7d。 

1.3 研究指标 

评估治疗效果：经治疗后，病人的临床表现及血淋巴功能均可

明显改善为显效；经治疗后，患者的临床表现明显好转，患者的白

血球减少，即为有效；与治疗之前比较，病人各项临床症状没有改

变或恶化为无效[2]。记录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表现、几率以及累及

的器官与系统。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其中计数

资料表示为（%），检验为 X²计算；计量资料表示为( sx ± )，检

验为 t 计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 

表 1 中，研究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治疗有效率对比调查表［n(%)］ 

项目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n=50） 
26（52.00） 22（44.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n=50） 
20（40.00） 17（34.00） 13（26.00） 37（74.00） 

X² - - - 5.6258 

p 值 - - - P＜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表 2 中，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调查表［n(%)］ 

项目 
恶心/呕

吐 
腹泻 头晕头痛 荨麻疹 呼吸困难 发生率 

研究组

（n=50）
0（00.00）2（4.00）1（2.00）7（14.00）3（6.00） 13（26.00）

对照组

（n=50）
1（2.00）0（0.00）1（2.00）1（2.00）1（2.00） 4（8.00）

X² - - - - - 4.3627 

p 值 - - - - - P＜0.05 

2.3 研究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系统-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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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研究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系统-器官为皮肤及其附件

损害、胃肠系统、呼吸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 

表 3 研究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系统-器官调查表［n(%)］ 

累及系统-器官 临床表现 例数 占比 

皮肤及其附件损伤 荨麻疹 7 14 

胃肠系统 腹泻 2 4 

呼吸系统损伤 呼吸困难 3 6 

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头晕头痛 1 2 

合计 13 26 

3.讨论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是一种以舒巴坦钠和头孢哌酮钠

为主要成分的复合剂型，具有较强的抑菌作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

各种传染病的防治。但据 NMPA 研究发现，该药在达到疗效的过

程中，会引起呼吸道损伤等多种严重副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该药

的临床应用和安全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为该病的诊治提供一种

更为合理、有效的方案[3]。 

研究结果，研究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注射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是一种广泛的半合成的头孢菌素类，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细菌

的生长，并可以阻止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广泛的抑菌效果。但其

对内酰胺酶的稳定性不高。舒巴坦作为一种广谱的酶类抑制剂，其

抑菌能力较差，但对β-内酰胺酶却有很强的不可逆性，与头孢哌

酮联用可以起到增效增效的效果，有助于缓解病人的炎性状态[4]。

头孢哌酮钠和磺巴坦钠在临床上对多种炎性病变有明显的临床效

果，但副作用大，易侵犯皮肤、附件和胃肠道。舒巴坦钠多是临床

常用的口服给药方式，以肌内给药为主。对有过敏史的病人禁用。

而且，每一种病的使用方法和剂量都不一样。首先，要明确病人对

β-内酰胺类药物的过敏原，以防止发生意外；对于注射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的剂量要视患者的病情而定，一定要注意，防止剂量大

了对患者造成危害，或者剂量少了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保证用药

的安全。比如，头孢哌酮钠舒巴坦与氨基甙类抗生素联合应用，对

于多种细菌都有较好的疗效，比如对于一些敏感的微生物，比如大

肠埃希菌、甲单孢菌等，也有一定的疗效。与氨基甙类抗生素联用

时，通常会出现生理兼容性等禁忌[5]。但这两种药不能同时应用。

故在临床应用中应注意合理用药。尽量避开这个问题。如果两种药

要一起服用，一定要依次服用。在给病人服药时，应该小心，不要

用同一根静脉导管，而且对静脉导管的清洗也有很高的规定。另一

种被批准的稀释液在取样时，一定要用来纠正前者，并清洗已用过

的静脉滴注[6]。此外，两药不宜长期合用，要适当增加用药的间隔，

并对头孢哌酮钠、舒巴坦片进行监测。在治疗过程中要避免服用二

酮类药物，如：双酮类、溶栓剂、非类固醇类的抗炎止痛药物/磺胺

吡啶酮等，这些药物都有可能导致病人出现出血的情况。在副作用

方面，这种药和下面的一些药一起服用会产生副作用，并且很可能

会出现。为了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可以先用生理盐水进行稀释，

然后选用复方乳酸钠注射液或者盐酸利多卡因进行进一步稀释，最

终就能获得一种由多种成分相互结合而成的新药[7]。 

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系统-器官为皮

肤及其附件损害、胃肠系统、呼吸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注射用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是临床上常用的抗感染药物，但副作用大，易

发生皮肤、附件和胃肠等器官。目前临床对于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

巴坦钠的使用以静脉滴注与肌肉注射方式最为常见，但因病情的不

同，用药剂量也不尽相同，而且对青霉素、头孢等抗生素过敏者禁

止服用。因此，在使用药物时，一定要先了解病人有无服用β-内

酰胺类药物过敏史，以降低不良反应；临床上应用注射用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时，一定要注意用药的用量，同时要根据病人的具体病

情来确定用药的安全[8]。 

综上所述，临床治疗使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可有效提

高治疗效果，但易导致不良反应发生，主要累及系统-器官为皮肤

及其附件损害、胃肠系统、呼吸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应提高对

用药安全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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