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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心绞痛及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抗心绞痛药 第二节抗动脉粥样硬化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
试 第十九章抗高血压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抗高血压药物的分类 第二节常用抗高血压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
试 第二十章利尿药与脱水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利尿药 第二节脱水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一章作
用于血液及造血器官的药物 学习目标 第一节抗凝血药及溶栓药 第二节止血药 第三节抗贫血药 第四节
促白细胞生成药 第五节抗血小板药 第六节血容量扩充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二章抗组胺药 学习
目标 第一节H1受体阻断药 第二节H2受体阻断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三章呼吸系统用药 学习目
标 第一节平喘药 第二节镇咳药 第三节祛痰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四章消化系统用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抗消化性溃疡药 第二节助消化药 第三节止吐药与促胃动力药 第四节泻药与止泻药 第五节肝胆
疾病用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五章子官平滑肌兴奋药和抑制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 子宫平滑肌兴奋
药 第二节子宫平滑肌抑制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六章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学习目标 第一节糖
皮质激素 第二节促皮质素及皮质激素抑制药 第三节盐皮质激素类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七章甲
状腺激素及抗甲状腺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甲状腺激素类药 第二节抗甲状腺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
八章降血糖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胰岛素 第二节口服降血糖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十九章性激素类药
及避孕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雌激素类药及抗雌激素类药 第二节 孕激素类药及抗孕激素类药 第三节雄激
素类药和同化激素类药 第四节避孕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十章抗菌药物概论 学习目标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十一章抗生素 学习目标 第一节β—内酰胺类抗生素 第二节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及
其他抗生素 第三节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第四节四环素类及氯霉素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十二章人工合
成抗菌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喹诺酮类药物 第二节磺胺类药 第三节其他合成抗菌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十三章抗真菌药和抗病毒药 学习目标 第一节抗真菌药 第二节抗病毒药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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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负性传导作用（减慢房室传导） 因兴奋迷走神经而减少房室结Ca2+内流，使房室
传导减慢；中毒量时，可直接抑制Na+—K+—ATP酶，使细胞内失钾，最大舒张电位减小，而减慢传
导速度。 4.其他 强心苷对心力衰竭患者尚具有利尿和扩血管作用。 （临床应用） 1.慢性心功能不全 
强心苷控制心衰的疗效随病因和心衰程度而异。对伴有心房纤颤或扑动的心功能不全疗效最好；对心
瓣膜病、某些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等引起的心功能不全疗效较好；对继发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严
重贫血、维生素B1缺乏症所致的高排血量性心功能不全疗效较差；对肺源性心脏病、活动性心肌炎或
严重心肌损伤者，不但疗效较差，而且易引起强心苷中毒；对严重二尖瓣狭窄、缩窄性心包炎等疾病
所致的心功能不全疗效不佳，宜采用外科治疗。 2.某些心律失常 （1）心房纤颤 系心房各部位发生过
多紊乱而细弱的纤维性颤动，可达400～600次／min。心房过多的冲动下传到心室，引起心室频率过快
，妨碍心室排血，可导致循环障碍。强心苷通过抑制房室传导，使心室率减慢，增加心排血量，从而
缓解循环障碍。 （2）心房扑动源于心房的冲动与房颤时相比较少而强、且规则，可达250～300次
／min，更易传入心室，使心室率过快而难以控制。强心苷通过缩短心房的不应期，使心房扑动转为
心房纤颤，然后再发挥治疗心房纤颤的作用。某些患者在转为房颤后，停用强心苷，有可能恢复窦性
节律。 （3）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强心苷可通过兴奋迷走神经的作用，控制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发作。 （不良反应及其防治） 本类药物安全范围小，对药物敏感性个体差异大，一般治疗量已接近
中毒量的60％。 1.消化道反应 消化道反应较为常见，是强心苷中毒的最早期表现之一。表现为畏食、
恶心、呕吐、腹泻等。为强心苷兴奋延髓催吐化学感受区的结果。应注意与心力衰竭未被控制所致的
胃肠道症状相鉴别，后者由胃肠道淤血所引起。 2.神经系统症状 神经系统症状表现为眩晕、头痛、乏
力、失眠、谵妄等。黄视、绿视等视觉异常是强心苷中毒的特有症状。 3.心脏毒性 心脏毒性包括原有
心力衰竭症状的加重和各种类型心律失常的发生。最常见及最早出现的心律失常是室性前收缩，其次
为房室传导阻滞和窦性心动过缓，严重者可出现室性心动过速，应立即抢救，否则可导致心室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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