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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埃索美拉唑联合莫沙比利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疗效评价

李传元　卜勤煜　田　涛

摘要：目的　探讨埃索美拉唑（ＥＳＯ）联合莫沙比利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８０例经内

镜证实为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例随机分为治疗组４０例，给予埃索美拉唑４０ｍｇ，每日１次；莫沙比利５ｍｇ，每

日３次口服。对照组４０例，给予奥美拉唑２０ｍｇ，每日１次口服；莫沙比利５ｍｇ，每日３次口服。疗程均为

４、８周，分别在治疗第４周、第８周末，记录烧心、反酸和胸骨后灼痛等症状记分并记录不良反应，分别在第４

周、第８周末复查胃镜，观察胃镜下愈合率。结果　第８周末两组患者症状评价有效率：治疗组９７．５％，对

照组８０％；第４周及第８周胃镜下有效率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第８周末治疗组有效率９５％，对照组

７５％，两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埃索美拉唑联合莫沙必利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

有效药物，值得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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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是临床上常见消化道疾病之一，

主要由胃和十二指肠内容物，特别是酸性胃液或酸

性胃液加胆汁反流至食管而引起的食管黏膜炎症、

糜烂、溃疡和纤维化病变，同时伴有消化道动力障

碍。临床上常表现为反酸、烧心、胸骨后疼痛等症

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埃索美拉唑是第一个

发展为异构体的的质子泵抑制药，莫沙比利也是新

一代胃动力药。近年来研究表明约二分之一的反

流性食管炎患者存在排空延缓，故而我们将埃索美

拉唑及莫沙必利联合应用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病例为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２月门诊或

住院患者，临床明确诊断为反流性食管炎８０例，其

中男４５例，女３５例。内镜下反流性食管炎分级按

洛杉矶（ＬＡ）分级
［１，２］标准将反流性食管炎分为：正

常，食管黏膜没有破损；Ａ级 黏膜皱壁表面黏膜破

损，但破损直径＜５ｍｍ；Ｂ级 黏膜皱壁表面黏膜破

损直径＞５ｍｍ，但破损间无融合；Ｃ级 黏膜皱壁表

面黏膜破损之间相互融合，范围不超过食管周径的

７５％；Ｄ级 黏膜皱壁表面黏膜破损之间相互融合并

侵及食管壁四周７５％以上。排除食管狭窄、纤维

化、短食管及Ｂａｒｒｅｔｔ食管、肿瘤、胃十二指肠溃疡、

炎症性肠病、肠梗阻、胰腺炎及其他疾病，并且所有

患者均因烧心，反流等相关症状就诊。治疗前２周

内未用过Ｈ２受体拮抗剂或质子泵抑制剂，均为采用

抬高床头和改进食谱等抗反流措施无效者，符合以

上条件患者共８０例，且同意定期来院复诊治疗和复

查内镜。将以上病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４０例，

对照组４０例。两组性别、年龄及食管炎的严重程度

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资料见表１。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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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

组别 狀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ＲＥ内镜分级（ＬＡ）

Ａ Ｂ Ｃ Ｄ

治疗组 ４０ ２２／１８ ４９．１３±１２．３３ １５ １３ ７ 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３／１７ ５１．１６±１０．２５ １３ １４ ８ 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埃索美拉唑４０ｍｇ，每日１次，对照组奥

美拉唑２０ｍｇ，每日１次口服，两组均应用莫沙比利

５ｍｇ，每日３次口服。疗程均为４、８周。

１．３　评价标准

１．３．１　临床症状评价　对治疗前后根据烧心、反

酸、胸骨后疼痛的严重程度及发生频率进行症状记

分。症状总评分为症状严重程度评分乘以其频率

评分。（１）症状严重评分：０分无症状；１分症状轻

微可以忍受；２分介于１分与３分之间；３分症状

明显不能忍受，需休息和药物治疗。（２）症状频度

评分：０分无症状；１分症状每月发生；２分症状每

周发生；３分症状每日发生。（３）疗效评定标准：显

效症状评分降低大于８０％ ；有效症状评分降低大

于５０％；无效症状评分降低小于５０％ ；症状有效

率＝（显效＋有效）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内镜下食管炎疗效评定标准　愈合内镜下

０级；有效病灶好转≥１个级别；无效病灶好转＜１

个级别或恶化。内镜下有效率＝（愈合＋有效）例

数×１００％／总例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珔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４周及８周时，两组临床症状评分较治疗前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２。治疗后胃镜下两

组反流性食管炎变化的有效率见表３（犘＜０．０５）。两

组症状评价有效率比较，治疗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犘＜０．０５），见表４。经过８周治疗，治疗组有２例

出现轻度腹泻，１例出现倦怠，１例出现口干；对照组

出现头晕２例，腹泻２例，乏力１例。以上不良反应

均较轻，均未停药。两组患者治疗后血常规、肝肾功

能及心电图检查均未见异常。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的评分比较

组别 狀
临床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４周 治疗８周

治疗组 ４０ ４．９±１．２ ２．４±１．５ ０．３±０．７

对照组 ４０ ４．７±１．３ ３．３±１．６ １．５±０．９

　　注：埃索美拉唑组与奥美拉唑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犘＜０．０１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胃镜下反流性食管炎

有效率比较（％）

组别 狀
治疗４周

愈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８周

愈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０ ２０ １１ ９ ７７．５％ ２７ １１ ２ ９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４ ９ １７ ５７．５％ １９ １２ ９ ７７．５％

　　注：埃索美拉唑组与奥美拉唑组治疗后反流性食管炎有效率比

较，犘＜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评价有效率比较

组别 狀
治疗４周

显效 有效 有效率

治疗８周

显效 有效 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０ ２５ １０ ８７．５％ ３３ ６ ９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８ ７ ６５％ ２４ ８ ８０％

　　注：埃索美拉唑组与奥美拉唑组治疗后症状评价有效率比较，

犘＜０．０５

３　讨论

反流性食管炎是临床常见多发病，也是明显影

响生活质量的慢性病，是多因素参与的酸相关性上

消化道动力性疾病，多由食管下端括约肌功能减

退，食管酸清除异常，胃内反流物的毒性作用和食

管黏膜抵抗力降低及胃排空延迟等因素引起［３］，患

者均有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整体健康情况等各方

面不同程度的下降。研究表明酸反流造成食管上

皮细胞间隙增宽，通透性增加，使得酸和（或）蛋白

酶进入上皮细胞对其造成损伤，同时对神经末梢造

成刺激，就发生了烧心、疼痛等症状。临床研究发

现胃酸浓度与反流性食管炎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因

此抑酸治疗是公认的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主要措

施之一［４］。埃索美拉唑是奥美拉唑的左旋异构体，

作为第一个治疗酸相关疾病的单一光学异构体，优

化了其药动学，增加了药物到达壁细胞水平的浓

度，并减少了机体个体差异，使其抑酸作用起效快，

能持续提高胃内值，抑酸作用更强，更有效，全天维

持较高的抑酸水平，且疗效无明显的个体差异等优

势，故临床效果更加稳定可靠。大多数学者认为，

治疗反流性食管炎要求２４ｈ胃内ｐＨ ＞４的时间

不小于１８ｈ
［５］。因此强力地抑制胃酸，使胃内ｐＨ

尽量长时间地保持在４以上是反流性食管炎缓解症

状和治疗成功的关键［６，７］。埃索美拉唑较消旋的奥

美拉唑有更高的生物利用度。在维持２４ｈ胃酸抑

制方面，埃索美拉唑４０ｍｇ比奥美拉唑２０ｍｇ、兰索

拉唑３０ｍｇ、泮托拉唑４０ｍｇ或雷贝拉唑２０ｍｇ更

为有效［８，９］。另外促进胃排空也是治疗反流性食管

炎的一种有效方法。莫沙比利是具有苯甲酰胺结

构的 新 型 胃 动 力 药，是 强 效 选 择 性 ５羟 色 胺

（５ＨＴ４）受体激动剂，通过兴奋肌间神经丛的

５ＨＴ４受体，刺激乙酰胆碱释放，从而产生上消化道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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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促动力作用，增强胃及十二指肠运动，促进胃

排空，从而有利于防止胃内容物反流。豚鼠灌胃实

验证实，莫沙比利能快速促进胃排空［１０］。

本研究结果证实，应用质子泵抑制剂联合促动力

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症状有效率及胃镜下病变改善

有效率埃索美拉唑组４周、８周时均明显高于奥美拉

唑组，两组患者均未发现有严重不良反应，少数出现

腹泻，可能与莫沙比利有关。以上结果表明，埃索美

拉唑组的作用更强、更快，疗效优于奥美拉唑组，这与

国内外文献报道一致，埃索美拉唑组是治疗反流性食

管炎有效、安全的药物，适宜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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