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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心脏的生理功能和解剖形态与婴幼儿

有显著的不同。新生儿时期自主神经系统发育不

平衡，调节能力不完善，导致心脏传导系统发育

不成熟，电生理功能不稳定，导致该阶段易出现

心律失常 [1]。因此新生儿心律失常的发病原因、

临床表现、治疗以及预后都与儿童和成年人有着

显著的差别。Southall 等 [2] 对 3 383 例外表健康的

新生儿行心电图检查，发现有 33 例（0.98%）存

在心律失常。国内资料曾报道新生儿心律失常或

传导系统异常发生率为 1.7%~4.8%[3]，且随着心

电监护、动态心电图应用该病确诊病例有逐年增

多的趋势 [4]。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SVT）是新生儿时期

较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和新生儿临床急症之一 [1]。

新生儿 PSVT 发生率为 1/25 000 [1]。PSVT 是新

生儿期较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如发作超过 24 h

几乎均出现心力衰竭 [1]。除器质性心脏病外，大多

PSVT 预后良好，但发作时若不及时治疗可发展为

心力衰竭危及生命，因此有人称之为“需紧急治

疗的良性心律失常”[1]。PSVT 的治疗原则是去除

诱因，积极控制原发病，控制心动过速的发作。

目前新生儿 PSVT 以药物治疗为主，兴奋迷走神经

和药物转复对新生儿 PSVT 均有一定疗效 。在对

小婴儿PSVT治疗中，使用较多的药物为普罗帕酮、

洋地黄类，而近年胺碘酮应用亦有报道。

胺碘酮属Ⅲ类抗心律失常药，不影响心室内

传导，通常情况下不诱发尖端扭转型室速，基本

不显负性肌力反应。胺碘酮能终止多种室上性心

动过速和室性快速心律失常，不加重心衰，所以

主要用于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左室功

能不全中的维持窦律。胺碘酮已临床应用 40 余年，

其强大的抗心律失常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循证医

学结果所证实，已经成为成人中临床应用最广泛

的抗心律失常药物 [5-7]，但在新生儿中的应用报道

非常少。本文报道 10 例 PSVT 新生儿应用普罗帕

酮和（或）西地兰不能复律，给予胺碘酮应用后

复律效果较好，并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以此总结

成文，希望为新生儿 PSVT 应用胺碘酮积累些许经

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我院新生儿

病房住院的 10 例 PSVT 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入选

标准：年龄为生后 0~28 d；胎龄 37~42 周；经临

床和心电图检查确诊为 PSVT；经西地兰和（或）

普罗帕酮抗心律失常治疗无效给予胺碘酮治疗。

新生儿 PSVT 的诊断标准参考《实用新生儿学》[1]。

10 例患儿中，男 7 例，女 3 例。年龄范围为

7~25 d，病程 0.5~3 d。10 例均为足月儿。4 例合

并肺炎和（或）败血症。心肌酶谱同工酶均有不

同程度升高，波动于 50~598 u/L。心脏彩超显示其

中 4 例有基础心脏病变（3 例为房间隔缺损，1 例

为动脉导管未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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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临床资料收集

回顾性收集入选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发病

日龄、性别、基础疾病、心电图和心脏超声检查

结果、抗心律失常药物应用情况等。

1.3　一般治疗

全部患儿在入院后均常规给予新生儿护理、

保暖、吸氧、镇静、营养心肌细胞及营养支持等

治疗，并积极治疗患儿的基础原发病，应用心电

监护仪持续监测患儿血压、血氧饱和度和心率。

并予以兴奋迷走神经的张力治疗：刺激咽后壁或

潜水反射或采用冷毛巾敷于面部。

1.4　药物治疗

（1）普罗帕酮（心律平）：1~1.5 mg/kg 普罗

帕酮加入 10% 葡萄糖注射液 10~20 ml 缓慢静脉注

射（10~15 min），转复未成功者 20 min 后可再次

给药，总的用药次数一般不超过 3 次，应用药物

总剂量一般不超过 5 mg/kg。

（2）西地兰：采用快速饱和法，足月儿饱和

剂量为0.03 mg/kg，首剂为1/2饱和量，余量分2 次，

间隔 6 h 静脉注射。

（3）胺碘酮：常用剂量为 5 mg/kg，使用

10% 葡萄糖注射 10~20 mL 液稀释后输液泵缓慢静

脉推注（1 h 完成）。每日 5 mg/kg 维持应用，恢

复窦性心律后减量至停用 [8]。

2　结果

2.1　胺碘酮临床疗效

10例患儿潜水反射或采用冷毛巾敷于面部后，

仅 3 例短暂转为窦性心律。10 例患儿中，5 例单

独给予西地兰饱和量应用，2 例单用普罗帕酮 2~3

次，3 例给予西地兰和普罗帕酮，均未复律，后给

予胺碘酮应用。胺碘酮的剂量为 5 mg/kg，2 例在

用药 1 h 之内恢复为窦性心律，停止给药，而后给

予每日 5 mg/kg 维持量应用。

10 例给予胺碘酮治疗的患儿中，6 例未在 1 h

内复律；首剂 5 mg/kg 后给予每日 5 mg/kg 维持量

应用，在用药后 2~8 h 之间复律。恢复窦性心律后

48 h 开始减量，每日维持剂量减为 2.5 mg/kg。2 d

后剂量降至每日 1.5 mg/kg 应用 1 d 后停用。8 例复

律成功患儿中，1 例于复律后 24 h 内再次发作，

另1例在复律后3 d再次发作，再次给予首剂剂量，

均在 1 h 内转为窦性心律。静脉胺碘酮停用后未再

给予地高辛及口服胺碘酮。1 例患儿在复律后因基

础疾病死亡。1 例反复发作未能很好控制，给予地

高辛预防发作但效果不理想，后转至专科儿童医

院进一步治疗。

2.2　预后及药物不良反应

1 例患儿在复律后因基础疾病死亡，1 例反

表 1　患儿一般资料

病人 性别
年龄
(d)

原发疾病
病程
(d)

入院心率
( 次 / 分 )

心电图 心脏彩超
复律时间

(h)
其他复律药物 预后

1 男 14 无 2 240 PSVT ASD 5.5 西地兰 好

2 男 21 无 0.5 214 PSVT ASD 3 西地兰 好

3 男 24 无 3 235 PSVT PDA 1.5 西地兰 好

4 男 25 肺炎、败血症 0.5 254 PSVT 无异常 8 西地兰 死亡

5 女 22 肺炎 2 256 PSVT 无 - 普罗帕酮、西地兰 反复发作

6 女 12 无 2 285 PSVT ASD 2 普罗帕酮 好

7 男 12 肺炎 3 310 PSVT 无 1 西地兰 好

8 男 13 无 2 269 PSVT 无 0.5 普罗帕酮、西地兰 好

9 男 14 无 1 246 PSVT 无 2 普罗帕酮、西地兰 好

10 女 7 败血症 0.5 244 PSVT 无 8 普罗帕酮 好

注：PSVT（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ASD（房间隔缺损）；PDA（动脉导管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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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作未能复律，余 8 例预后良好，未再反复发

作。1 例在静脉推注胺碘酮过程中出现一过性心

率减慢至 60 次 /min，停止推药数秒钟后心率升至

100 次 /min 以上。用药期间未见低血压、其他类

型的心律失常，8 例患儿随访 1 个月未出现甲状腺

功能减退症状。

3　讨论

各种心律失常均可在新生儿期发生，在新生

儿期较常见的心律失常是 PSVT。PSVT 患儿易并

发心力衰竭而危及生命，需尽快控制发作，大多

预后良好，心脏传导系统发育成熟、旁路自行退

化后，心动过速不再发作；窒息、感染为最常见

诱发新生儿 PSVT 的因素 [9]。约有 20% 的新生儿

PSVT 发生在患儿出生后１周内，其余约 80% 发生

于出生１周后 [10]。本组病例中 4 例原发病为肺炎

和（或）败血症，4 例有先天性心脏病；9 例患儿

是在出生 1 周后发病，与既往报道一致 [11]。

新生儿快速心律失常临床并非少见，但极易

误诊、漏诊，往往延误治疗时机引起心功能衰竭

而危及新生儿的生命。目前新生儿 PSVT 以药物治

疗为主，兴奋迷走神经和药物转复对新生儿 PSVT

均有一定疗效。对于小婴儿 PSVT 的治疗，使用较

多的药物为普罗帕酮、洋地黄类。普罗帕酮是Ⅰ c

类广谱抗心律失常药物，作用较快，转复率较高，

其转复率约为75%[12-13]。但因其具有负性肌力作用，

心功能下降时应用可导致心跳骤停或者猝死，故

对于伴有心功能不全者、心源性休克及明显低血

压者禁用。洋地黄类药物可缩短房室旁路前传不

应期而阻断折返，因其具有正性肌力作用，对于

心功能不全者尤为适用，但是该药起效较慢，预

防反复发作疗效欠佳，并且可导致其他类型的心

律失常。

胺碘酮属Ⅲ类抗心律失常药，具有多重广泛

的电生理作用，兼有相对较弱的 4 类抗心律失常

药物的离子通道作用，因此，胺碘酮单药应用时

似乎相当于小剂量的 4 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联合

应用 [6,14]。胺碘酮没有Ⅰ类药物的致心律失常作用，

其既不增加病死率又不影响心功能，很少引起尖

端扭转型室速，并且这种Ⅲ类药物的作用在快速

心率时仍然存在 [6,14]。静脉注射胺碘酮起效较快，

可在给药 30 min 内发挥抗心律失常作用，抗甲状

腺素作用弱，有明显量效关系，中高剂量复律效

果较好 [8,14]。本组病例胺碘酮使用剂量为中等剂量，

应用效果较好，80% 可以数小时内复律为窦性。

胺碘酮的另外优势是不影响心功能状态，不影响

心室内传导，基本无促心律失常作用。因此，器

质性心脏病、左心功能不全、左室肥大、室内传

导障碍者发生心律失常，只能选用胺碘酮作为防

治药物。胺碘酮用于心力衰竭合并心律失常或猝

死的治疗及预防，安全性高于其他抗心律失常药

物 [6,15-16]。近来多篇 Meta 分析报道胺碘酮与普罗帕

酮比较，复律效果相当，但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普罗帕酮 [5,17]。

本研究通过对 10 例 PSVT 患儿药物治疗回顾

总结，发现胺碘酮作为二线治疗药物，仍然有较

高的复律成功率。笔者的应用方法是，西地兰饱

和量 12 h 用完或是普罗帕酮 1~1.5 mg/kg 应用 2~3

次无效，则给予胺碘酮应用。胺碘酮成功复律后，

给予胺碘酮维持量应用，若在此期间再次发作者，

再次给予首剂剂量应用。此前胺碘酮应用于新生

儿的报道很少，2010 年 Dilber 等 [18] 报道了胺碘酮

单独应用或与地高辛长期应用，治疗新生儿室上

性心动过速是安全有效的。本研究病例短期静脉

应用胺碘酮，起效较快并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由于本研究病例数较少并且是回顾性分析，对于

哪些病例可直接应用胺碘酮，胺碘酮无效时如何

逐渐加量，或与其他药物合用，以及复律后预防

再发作药物应用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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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小儿喘息与过敏性疾病的规范化治疗学习班暨湖南省
小儿呼吸学组第二季度学术活动通知

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主办的 2015 年第一届湖南省继续教育项目《小儿喘息与过敏性疾病的规范化治疗》学习班

（2015-1-025）暨湖南省小儿呼吸学组第二季度学术活动将于2015年 6月12日至6月14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举行，

学习班将邀请国内著名儿科呼吸专家赵德育、何庆南、黄榕、钟礼立、饶花平等多位教授进行专题讲座。授课内容

将围绕小儿喘息与过敏性疾病的临床问题，包括 2014 GINA 解读、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毛细支气管炎的规范化

诊断与治疗，及目前医师关注的食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小儿湿疹、过敏性紫癜的相关理论、研究状况、指南介绍、

诊断与治疗方法等最新知识进行讲解。

时间安排：2015 年 6 月 12 日全天报到； 6 月 13 日至 14 日授课。

报到地点：好来登酒店（长沙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191 号湘雅医院斜对面），酒店电话： 0731- 82166666。

会议地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3 楼学术报告厅。

培训费：500 元，含资料费、证书费。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报名方式：参加者请尽早发回回执，邮件中请注明姓名、性别、单位名称及科室，职务 / 职称、联系电话、参会

人数等。需要住宿者务必注明，以便预定房间。

报名回执寄回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87号湘雅医院儿科教研室 李清香 收（邮编410008），信封上请注明“继

教班报名”。

其他方式报名：电话 0731-84327208，或手机短信：13975883165。联系人：李清香。电子邮件报名：

liqingxiangxy@163.com or zxr_168@126.com

学分授予：参加者获得省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6 分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015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