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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张服水是 胃螺旋 C T 检查前的至关

重要的 准备工作
。

6 5 4
一
2 作为低张药物

,

在胃螺旋 CT 检查前肌注低张效果 已得到

临床认 可
。

然而
,

由于 6 5 4
一
2 存在一些禁

忌证和不 良反应
,

受到一定的限制
。

笔者

应用 V it K 。

代替 6 5 4
一
2 进行胃螺旋 CT 检

查
,

达到较好的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选择近期内胃肠造 影 或 胃镜检查 正

常人群
,

因其他病 因行 上腹部 C T 检查者

共 15 0 人
。

随机分成三组
,

每组 50 人
。

采用 Piek e r U lt r a Z 螺旋 C T 机
,

扫描

前禁食 4 一 6 h
,

第一
、

二组 为研究组
,

肌 注

V it K
3
s m g ;

第三组 为对 照组
,

肌 注 6 5 4
一
2

20 m g
。

气组均服水 1 O00 m l
,

分别于注射

后 5 一 IOm in
、

1 0 一 1 5 m in
、

1 5 m in 以 后 扫

描
。

扫描范围从食管 下端至脐部一次屏

气完成
。

扫描条件 12 OkV
,

250 m A
,

距阵

5 1 2 X 5 1 2
,

层厚 1 0 m m
,

螺距 1
.

5
。

判断方 法
:

由同 一人在 同一 条件下

(窗位 35 H U
、

窗宽 2 5 o H U )
,

将 胃分为责

门
、

胃体
、

胃窦三部分分别 测量 胃壁厚度
,

计算出每组 贵门
、

胃体
、

胃窦胃壁平均厚

度
,

然后进行统计学 处 理
,

比较三 组胃壁

厚度
,

判断 Vi t K
3

在胃螺旋 C T 检查中的

低张效果
。

经统计学检验
,

第一组与第三组低张

作用效果无差别 (尸> 0
.

05 )
,

第二组与第

三组低张效果有 差别 (尸< 0
.

0 5 )
。

说明

V it K 3

有低张作用
,

持续时间较 6 5 4
一
2 短

,

但胃螺旋 C T 检查时间短
,

故 V it K 3

能够

满足 胃螺旋 CT 低张要求
。

发 生不 良反应

者均为 6 5 4
一
2 组

,

主 要为 口干
、

心慌
、

眼发

黑
、

视物不清 ; Vi t K
:

组无一 例发 生不 良

反应
。

讨 论

低张能使胃充分扩张
,

减 少或消除胃

蠕动的伪影
,

有助 于正确判断 胃壁有无异

常增厚呵 ;低张后 的 胃使病人容易耐受胃

的扩张
,

利于病变的显示
。

临床利用 6 5 4
一
2 低张作用进行胃肠双

对比造影
,

提高造 影检查 的诊断率
。

近几

年
,

又将 6 5 4
一
2 低张作用应用于 胃螺旋 C T

检查
,

取得 了较好效果
。

由于 6 5 4
一
2 存在

一些禁忌证 (青光 眼
、

前列腺肥 大
、

高血压

患者禁 用 )
,

且 6 5 4
一
2 不 良反 应大

,

易引起

口干
、

腹胀
、

面红
、

散瞳
、

视力模糊等
,

临床

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

Vi t K 。川作为维生 素类药物
,

临床主

要 用 于 止血
。

近 年来经 临床研究 和 应 用

组 别

表1 三组责门
、

胃体
、

胃窦三部分胃壁厚度比较

胃壁厚度 (m m )

贪 门 胃体 胃窦

1
.

3 5 士 0
.

6 6

1
.

6 9 士 0
.

7 0

1
.

3 6士 0
.

6 2

尸> 0
.

0 5

尸> 0
.

0 5

2
.

3 5 士 0
.

6 5

3
.

0 0 士 2
.

1 0

2
.

2 0 士 0
.

7 6

尸> 0
.

0 5

尸< 0
.

0 5

发现 V it K 3

具有多种作用
,

临床应用 日趋

广泛
。

有人报道川 V it K 3

对胃肠 蠕动 有

明显抑制作用
,

肌注 V it K 3 s m g
,

sm in 时

胃肠蠕动减弱
,

可用于 内镜检查时抑制 胃

肠蠕动
。

戴敦巍等阁利用 Vi t K 3

进行 胃

肠双对 比造影 取得 了较好的 临床效果
。

本组研究结果也显示 V it K 3

有松 弛 胃肠

道平滑肌
、

抑制 胃肠蠕动 的作用
,

持续 时

间相对较短
,

但能满足 胃螺旋 C T 检查 要

求
。

虽然 V it K 3

对 胃肠道平滑肌的详细

作用机 理 不 清
,

但 临床实 践 已 经 证 实

V it K 3

具有松弛 胃肠道平滑 肌
,

抑制胃肠

蠕动的作用
。

据 文献报道川
:

Vi t K
3

毒性

低
,

不 良反应较少
,

肌注 Vi t K 3

可引起 局

部疼痛
;
心肌梗死者禁用

。

笔 者查 阅资料

未见其他禁忌 证和 不 良反 应
。

本 组肌 注

V it K
3

无一 例 发 生 不 良 反 应
,

也说 明

V it K 3

毒性低
、

不 良反应少
。

总之
,

Vi t K 3

能够满足 胃螺旋 C T 检

查的低 张要求
,

但由于 Vi t K
3

作用 持续时

间相对短
,

应 在肌注 V it K 3

后 5 一 lo m in

内检查
。

V it K
:

较 6 5 4
一
2 禁忌证和不 良反

应相对少
,

价格也相 对低廉
,

值得推广或

作为 6 5 4
一
2 禁忌证和不能 耐受 6 5 4

一
2 不 良

反应者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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