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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庆大霉素三联疗法根除 HP临床观察
涂桂堂 1%%%%唐晓玲 2

（1江西省会昌县人民医院 会昌 342600； 2江西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昌 330077）

摘要：目的：观察雷尼替丁、庆大霉素、呋喃唑酮三联疗法根除幽门螺杆菌（HP）的疗效。 方法：对 127 例确诊为
HP 感染的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患者分为 2 组，一组为含庆大霉素三联疗法,一组为质子泵三联疗法，进行观察对

照。 结果：治疗组 HP 根除率为 86.2%，对照组为 88.7%，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雷尼替丁、庆大霉素、呋喃唑

酮三联疗法根除 HP 疗效可靠，价格便宜，依从性较好，毒副作用较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患者是一种有效、安全、

经济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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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的发现使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在发病学
和治疗学上发生了一场革命， 根除 HP对治愈 HP
感染的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及预防复发已成共
识。 目前治疗方案较多， 笔者从 2000 年 10 月 ~%
2003年 7月，对 127例确诊为 HP感染的慢性胃炎
和消化性溃疡患者应用雷尼替丁、庆大霉素、呋喃
唑酮治疗获得较好疗效。 兹报告如下：
1%%%%一般资料

127例患者在治疗前 4周内均未进行抗 HP治
疗，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均在正常范围，无并
发症，无严重的伴随疾病。随机将 127例患者分为 2
组：治疗组 65 例，男 41 例，女 24 例；年龄 16%~%78
岁，平均年龄 59.1 岁；慢性胃炎 28 例，胃溃疡 12
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25例。 对照组 62例，男 38
例，女 24例；年龄 14%~%75岁，平均年龄 56.5岁；慢
性胃炎 30例，胃溃疡 11例，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21
例。 2组临床症状和病变程度及性别、年龄无明显差
异，具有可比性。 治疗组用雷尼替丁 150mg，每日 2
次；庆大霉素 80mg，每日 2次；呋喃唑酮 100mg，每
日 2次。 对照组用奥美拉唑 20mg，每日 2次；阿莫
西林 1%000mg，每日 2次；甲硝唑 400mg，每日 2次。
均为口服，疗程 2周。
2%%%%疗效观察
2.1%%%%疗效标准 127例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 4
周后，均行内镜检查，并作尿素酶依赖性试验和胃
粘膜组织 ws染色，2种方法均阳性者， 确诊为 HP
感染。治疗 4周后 2种方法均阴性者，确认为 HP根
除[1]。 溃疡愈合标准按卫生部消化性溃疡临床药物
验证指导原则，分痊愈、显效、有效和无效 4级。
2.2%%%%治疗结果 治疗组 65 例，HP 根除 57 例，HP
根除率 87.7%； 对照组 62例，HP根除 56例，HP根
除率 90.3%。 根除率 2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0.
05）。 腹痛消失时间：治疗组（2.9±2.7）d，对照组

（2.8±2.6）d， P%%>0.05。 腹痛不能完全缓解者，治疗
组 4例，对照组 3例，2组相仿。 溃疡愈合率和有效
率 ： 治疗组分别为 57/65 （87.7% ） 和 62/65
（95.4%）；对照组分别为 56/62（90.3%）和 60/62
（96.8%）：2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不良反应：治疗
组 12 例（18.5%），对照组 14 例（22.8%），主要表
现为口干、头昏、上腹不适等，患者能耐受完成治
疗，无严重不良反应。
3%%%%讨论

HP 感染是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主要病
因， 杀灭 HP是治疗 HP感染的慢性胃炎和消化性
溃疡的关键。 目前认为抗 HP疗效比较满意的质子
泵制剂 +阿莫西林（或克拉霉素）+甲硝唑三联疗
法[2]，其疗效高，但费用也高。 结合当地人们的生活
水准，笔者应用雷尼替丁、庆大霉素、呋喃唑酮三联
疗法根除 HP，取得满意疗效。 近年研究发现 HP对
庆大霉素有良好的敏感性，且毒副作用少，应用庆
大霉素抗 HP具有独特的优势[2]；呋喃唑酮抗 HP作
用强，HP不易产生耐药性[3]，无明显的毒副反应，且
价格低廉。 该方案避免了因对青霉素过敏而不宜应
用阿莫西林的限制。 另外，甲硝唑有较高的耐药率
及易引起毒副作用， 从而降低 HP根除率和患者的
依从性。 笔者认为雷尼替丁、庆大霉素、呋喃唑酮三
联方法对 HP根除效果与质子泵三联疗法相仿，且
毒副作用少，依从性较好，费用明显降低，对生活水
准较低的患者是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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