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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胃肠动力迟缓类疾病由于发病特征的不显著，在动物身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随着

近几年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其发病率不断升高，对国家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药物机制、临
床研究等方面对比阐述了人用及兽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的应用现状，旨在为兽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的

研发及兽医临床中的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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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养殖业规模的

不断扩大，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发病率逐年递增，
国内外促胃肠动力药物的用量也随之不断加大［１］。
就动物方面而言，目前国内集约化养殖成为一种趋

势，规模的扩大促使养殖模式的转变，而模式转变

的同时养殖技术却难以跟进，如日粮配比等因素的

忽略就常导致畜体发生消化功能障碍；而且，随着

如今宠物饲养的流行化，兴趣使然已经成为多数人

养宠物的理由，但饲养经验的缺乏，常导致动物机

体营养摄入的不均衡，由此所引发的动物胃肠功能

障碍屡见不鲜。 与人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相比，兽用

促胃肠动力药物的研发力度远不及人用，而且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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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临床中还存在着许多促胃肠动力药物使用不规

范的问题，最常见于宠物临床中，当动物发生积食

便秘后，宠物医师常用人用促胃肠动力药物进行治

疗；而在养殖业中，就常表现在多数养殖场只是从

平时的饲养管理着手对动物胃肠功能障碍性疾病

进行预防管理治疗，用药也只是用一些改善机体能

量代谢的药物，其治疗效果并不显著。
胃肠道生理机能经机体多方面协调共同控制，

其中涉及多个组织器官。 当机体胃肠道动力不足

时可引发如功能性消化不良、病理性呕吐、胃肠轻

瘫等一系列疾病。 胃肠道动力药物根据不同的诱

因，通过神经或激素的调节，提高胃肠道敏感性，加
快胃肠的蠕动作用，从而达到改善和减轻胃肠运动

障碍的目的。 目前在兽医领域，缺乏一种疗效好，
副作用小，能用于孕畜的治疗性促胃肠动力药物，
在人医临床中，促胃肠动力药物的研发从多巴胺受

体拮抗剂一直到如今的 ５－羟色胺（５－ＨＴ）受体激

动剂，很多机理方面的问题并未完全阐明，本文对

临床中常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的机理、副作用及使用

注意事项做如下综述。
１　 多巴胺受体拮抗剂

多巴胺（ＤＡ）作为一种重要的儿茶酚胺类神经

递质，对于胃肠道的生理功能调节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有研究表明，ＤＡ 主要作用于胃，能使胃体平

滑肌松弛，加强胃容受性舒张，减低胃内压 ，同时

也能作用于十二指肠以及结肠等［２－３］。 而多巴胺受

体拮抗剂通过减少 ＤＡ 与受体的结合，降低其对胃

肠道的作用，从而促进胃肠道蠕动，目前常用的多

巴胺受体拮抗剂类促胃肠动力药物有甲氧氯普胺

和多潘立酮。
１．１　 甲氧氯普胺　 甲氧氯普胺（Ｍｅｔｏｃｌｏｐｒａｍｉｄｅ）又
名胃复安，于 １９６１ 年合成并应用于临床，是应用最

早的 ＤＡ 受体拮抗剂。 具有中枢性和外周性抗多

巴胺效应，并可增加肠肌丛释放乙酰胆碱（ＡＣｈ），
而不影响胃酸分泌，临床中常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

呕吐并兼具促胃肠动力功能，而且能有效缓解反流

性食管炎和打嗝症状［４］，有研究证明在动物临床中

其对动物的止吐、以及促胃肠蠕动作用也十分

理想［５］。
因为其对中枢 ＤＡ 受体的拮抗作用，易产生锥

体外系反应及迟发性运动障碍，有调查报告称，在
１１７８ 例甲氧氯普胺不良反应报告中，严重不良反应

占 ７．３％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损害占 ３１．６％，精神紊

乱占 １５．６％［６］。 在兽医临床当中，也有报道能造成

犬兴奋不安，震颤，惊厥等神经症状［７－８］。 对于妊娠

期动物而言，该药物因能阻断下丘脑垂体多巴胺通

路，可使催乳素的分泌增加［９］，除有报道称该药物

可致使孕妇泌乳外也未见有其他不良反应。 该

药物在使用时应严格控制剂量，不然很容易产生

副作用，过量时可肌注安定，对症状有一定的缓

解作用。
１．２　 多潘立酮　 多潘立酮（Ｄｏｍｐｅｒｉｄｏｎｅ）商品名为

吗丁啉（Ｍｏｔｉｌｉｕｍ），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促胃肠动力

药物，该药物属于作用较强的外周 ＤＡ 受体拮抗

剂，主要作用于第四脑室底部的化学感受器触发

区。 临床常用作治疗消化不良，腹胀，呕吐等症状，
其止吐性能明显优于甲氧氯普胺［１０］，且作用迅速，
因不易通过血脑屏障而极少引起甲氧氯普胺的锥

体外系反应［１１］。 该药物在临床应用时应注意不宜

与抗酸，胆碱受体阻滞等药物联用［１２］。
该药物对胃中酸度的要求很高，其口服生物利

用度很低，仅为 １３％～１７％［１３］。 该药物能有效的促

进催乳素的释放，长期服用可导致催乳素增高而引

起性欲减退，溢乳停经等症状，同时由于其可以延

迟 Ｋ＋整合电流使 ＱＴ 间期延长，从而造成心率失

常，严重的可导致心脏骤停，心肌梗死等，现该药物

已逐渐退出欧美市场［１４］，但在国内仍然畅销。 其

对孕妇无明显副作用，若出现泌乳现象停药即可缓

解。 目前在兽医临床中由于使用多潘立酮而引起

的副作用暂未见报道，该药物在宠物临床中被广泛

使用，但如今市场上却没有兽用多潘立酮制剂。
２　 ５－ＨＴ４ 受体激动剂

５－ＨＴ４ 受体于 １９８８ 年 Ｄｕｍｕｉｓ 等人发现并命

名，该受体广泛存在于胃肠道，心脏等机体组织内，
并且通过与腺苷酸环化酶的正向偶联机制来促进

肌间神经丛神经元 ＡＣｈ 的释放从而调节胃肠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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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能［１５］。 有研究认为 ５－ＨＴ４ 受体的激活对结肠

运动、胃肠激素和内脏敏的感性均有影响［１６］。
２．１　 西沙必利　 西沙比利（Ｃｉｓａｐｒｉｄｅ）商品名为普

瑞博思（Ｐｒｅｐｕｌｓｉｌ），属于苯甲酰胺衍生物。 其作用

机理与多巴胺受体拮抗剂不同，通过对 ５－ＨＴ 不同

受体的作用加速肌间神经丛节后神经末梢释放

Ａｃｈ 从而达到促进全胃肠道蠕动的目的。 人医临

床中大量数据表明该药物对治疗食管反流，功能性

消化不良等疾病有着十分显著的效果。 作用于动

物机体时，有报道称该药物对动物胃肠功能衰竭有

很好的治疗效果［１７］，并且因其灌胃后可进入腹膜

的血液循环，亦可用于对家兔急性肺损伤的腹膜氧

合治疗［１８］。 目前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西沙必利具

有心脏毒性，由于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致死性尖端

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等逐渐增多的心脑血管事件

已先后退出市场［１９－２０］，现临床中严禁使用该药物。
２．２　 莫沙必利　 莫沙必利（Ｍｏｓａｐｒｉｄｅ）是日本 Ｄａｉｎｉｐｐｏｎ
公司开发的第四代胃动力药，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在日本

上市，该药物是一种高效选择性 ５－ＨＴ４ 受体激动

剂，通过对肠肌层 ５－ＨＴ４ 受体的激活，加速神经末

梢对 ＡＣｈ 的释放，从而促进胃肠道生理机能［２１］。
人医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

良、胃食道返流性疾病及因手术伴随的一系列胃肠

道症状。 有动物实验表明，莫沙必利对家兔创伤后

肠道，肝脏等生理机能的恢复作用十分理想［２２］。
同时莫沙必利的治疗作用明显优于其他几种促胃

肠动力药物，且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以及复发的概率

也显著较低［２３］。
相对于西沙比利而言，两者虽结构相似，均为

苯甲酰胺衍生物，但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它没有

延长离体心室肌和蒲氏纤维动作电位时程的作

用［２４－２５］，也就没有西沙比利的心脏毒性。 并且相

对于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而言，莫沙必利与多巴胺

Ｄ２ 受体无亲和力，可避免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的椎

体外系反应以及致催乳素分泌增加的副作用［２６］。
目前国内外临床中极少有因该药的正常使用而引

起严重不良反应的报道。 莫沙必利的安全性得到广

泛认可，在兽医临床中有着极大的研发及使用价值。

３　 兽用促胃肠动力药物

３．１　 甲硫酸新斯的明 　 甲硫酸新斯的明（Ｎｅｏｓｉｇ⁃
ｍｉｎｅ 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是一种能抑制胆碱酯酶活性的

药物，在机体中可通过降低胆碱酯酶活性，从而使

ＡＣｈ 不被水解，以此来提高机体内 ＡＣｈ 的浓度，发
挥拟胆碱作用，该药物可间接增加脊髓背角深部的

乙酰胆碱含量，从而有强效镇痛的功效，并且，该药

物还能直接激动骨骼肌运动终板上烟碱样受体

（Ｎ２ 受体） ［２７］。 甲硫酸新斯的明在人医临床中主

要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术后腹胀、近视等病症。
而在兽医临床中主要用于对动物消化不良，胃肠胀

气，胎衣不下，子宫蓄脓等症状的治疗。
因为该药物有明显的促子宫平滑肌收缩作用，

故不能作用于妊娠动物。 在人医临床中该药物的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且副作用较大［２８］，该药物因对

骨骼肌作用较强，可引起局部麻痹症状，严重的可

导致心脏停搏，同时由于其恶心呕吐的高发生率，
不建议在临床中使用。 在动物临床中，其副作用同

样明显，有报道在犬瘟热治疗过程中使用甲硫酸新

斯的明常导致犬呕吐、抽搐［２９］。 对于兽药企业而

言，由于其药效欠佳，其他同类制剂可代替使用，并
且该药物目前兽用只有注射液，该制剂因易分层，
且注射部位要求苛刻等一系列因素导致该药物生

产和使用受限。
３．２ 　 氯化氨甲酰甲胆碱 　 氯化氨甲酰甲胆碱

（Ｂｅｔｈａｎｅｃｈｏ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又名比赛可灵，是一种副交

感神经兴奋剂。 作为目前兽医临床中最常用的治

疗性促胃肠道动力药物，能兴奋效应器内的 Ｍ 受

体，对 Ｎ 受体几乎无作用，且该药物对胃肠道及膀

胱平滑肌的选择性很高，对心血管系统作用很弱。
在体内也不易被胆碱酯酶水解，作用持久。 兽医临

床中常用该药物治疗家畜便秘、产后顽固性瘫痪、
反刍机能障碍等疾病［３０］。

与甲硫酸新斯的明相同，该药物因能引起子宫

平滑肌收缩，故不能用于妊娠动物，而且目前有研

究发现幼畜对其极敏感，容易引发强烈的不适反

应［３１］。 过量使用比赛可灵将引起呕吐、腹泻等症

状，在使用过程中若出现中毒现象可用阿托品解救。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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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医学角度而言，随着胃肠功能紊乱类疾

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其治疗已成为一大难题，虽
然近年来不断有新型促胃肠动力药物问世，但对胃

肠动力障碍机制探索的不足，一直是研发新药面临

的最大问题。 而且，其安全性研究的不足对人医临

床用药而言同样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例如许多促胃

肠动力药物使用说明上都是对孕妇的安全性尚不

明确，但孕妇胃肠功能紊乱类疾病却时有发生，而
多数医师的建议就是如有不适，暂停用药，这就导

致孕妇在使用过程中都是在未知风险的情况下进

行，而且国内外目前也都未见有促胃肠动力药物对

妊娠动物或孕妇影响方面的完整试验性研究，足见

该类药物在研发以及使用过程中都还存在着许多

问题。
相较于人用药，由于对动物胃肠动力疾病的重

视程度不足以及国家相关管理的不规范，直接或间

接的导致兽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的研发力度远小于

人用水平。 目前兽医临床中缺乏一种疗效好，性价

比高的兽用治疗性促胃肠动力药物。 而相较于其

他几类促胃肠动力西药而言，莫沙必利作为人医临

床中常用的第四代促胃肠动力药物，具有副作用

小，效果好，药物在体内消除快等一系列特点，并且

能与多种药物配合使用增强疗效，将莫沙必利研发

成兽用促胃肠动力制剂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 同

时相比于中药制剂，虽然中药有着特有的优势及前

景，但就目前而言，证型的规范化、方药具体作用机

制，药理作用靶点等［３２］ 方面的问题都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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