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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

哮喘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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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中医医院儿科，宝鸡，７２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作用的机制。方法：选择咳嗽变异
性哮喘患儿８０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观察组予黄龙止咳方联合沙丁胺醇气雾剂和孟鲁司
特钠咀嚼片治疗，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监测治疗前后患者咳嗽、咽痒、痰量的症状积分、血清中 ＩｇＥ的水平，比较２
组治疗疗效，记录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及随访复发情况。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２３１％、７５００％，观
察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咳嗽积分、痰量积分、咽痒积分较治疗前均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
组患者的各症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后ＩｇＥ的水平较治疗前均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明显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２组患者治疗结束后随访半年，观察组未复发率为
４３５９％，对照组未复发率为１５％，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治疗能够有效
的改善患者的咳嗽、咽痒、痰多症状，并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中ＩｇＥ的水平。
关键词　黄龙止咳方；沙丁胺醇气雾剂；孟鲁司特钠咀嚼片；咳嗽变异性哮喘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ｉｋｅＦａ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Ｃ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ｓｔｈｍａ

ＤａＣｈｕｎｓｈｕ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Ｂａｏｊｉ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ａａｎｘｉ７２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ｉｋｅＦａ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ｎ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ＣＶＡ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４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ｉｋｅＦａ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ｅｒｏｓｏｌａｎｄ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Ｓｏｕｄｉｕｍｃｈｅｗａｂｌ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Ｗｅｓｔ
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ｕｇ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ｓｐｕｔｕｍ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ＩｇＥ
ｗｅｒ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
ｖ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９２．３１％ ａｎｄ７５％，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ｕｇｈ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ｓｐｕｔｕｍ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２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ｅ
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ｇＥ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３．５９％ ａｎｄ１５％ 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ｕ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ｕａｎ
ｇｌｏｎｇＺｈｉｋｅＦａ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ＣＶＡｃｏｕｌ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ｃｏｕｇｈａｎｄｉｔｃｈｉｎｇ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ｒｅｄｕｃｅｓｐｕｔｕｍ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ＺｈｉｋｅＦａｎｇ；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ｅｒｏｓｏｌ；ＭｏｎｔｅｌｕｋａｓｔＳｏｕｄｉｕｍｃｈｅｗａｂｌ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Ｃ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ｓｔｈｍａ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９５；Ｒ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５

　　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ｏｕｇｈＶａｒｉａｎｔＡｓｔｈｍａ，ＣＶＡ）
又被称为隐匿型哮喘，任何年龄层人群均可发病，其

临床症状主要以慢性顽固性咳嗽为主，夜间咳嗽较

甚，易反复，可因冷空气、花粉、油烟等因素加重咳

嗽［１］。其临床诊治仍存在难度，常被误诊为反复呼

吸道感染。该病属于中医“咳嗽”“喘证”，其发病复

杂，可由外邪侵袭、饮食不当、情志失调等因素致肺

失宣降，肺气上逆而咳，病位主要在肺和肾，病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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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痰邪壅肺、宣降不利或脏气亏虚，肺肾出纳失

常。定喘汤具有宣肺平喘、止咳化痰的作用，为临床

治疗ＣＶＡ常用方，本课题运用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
治疗小儿ＣＶＡ患者取得了较好临床疗效，现报道如
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
月在我院就诊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小儿咳嗽变异性哮

喘患者８０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患者均为４０例。观察组脱落１例患者，该
患者未能按时坚持服用中药，自动退出治疗。对照

组无脱落与剔除患者。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年龄、性别与病程比较

组别 年龄（珋ｘ±ｓ，岁） 性别（例）

男 女
病程（珋ｘ±ｓ，月）

观察组（ｎ＝３９） ５５９±３４１６ １７ ２２ １０７４±５６０９
对照组（ｎ＝４０） ６２３±３５２６ ２１ １９ １０４８±５６５２

１２　诊断标准　疾病诊断标准［２］：参照２０１６年中
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发布的《儿童支气管哮

喘诊断与防治指南》中拟定的ＣＶＡ诊断标准。１）反
复咳嗽大于１个月，常伴有夜间刺激性咳嗽；２）临床
上运用长时间抗生素治疗无改善或无感染症状；３）
采用支气管扩张剂治疗有效；４）排除因其他因素导
致的慢性反复性咳嗽。此四项为基本诊断条件。辅

助诊断：１）有过敏史或家族过敏史，变应原实验阳
性；２）支气管激发实验阳性。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３］：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结合临床观察，拟定风邪犯肺、痰热内蕴

的咳嗽变异性哮喘证候。主要症状：反复发作性慢

性咳嗽，夜间或晨起加重，或以干咳为主，或咯吐白

黏痰或黄痰；次要症状：咽痒或咽痛，潮热盗汗，手足

心热，舌质红，苔薄黄或厚腻，脉弦数，或弦滑，或紧。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诊断标准的咳嗽变异性哮
喘患者；２）年龄小于１４周岁，男女不限；３）近２周内
未采用糖皮质激素治疗；４）患者均自愿接受治疗、检
查；５）本课题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自愿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误入的患者；
２）对治疗药物过敏患者；３）有感染征象或因其他疾
病导致的喘咳如百日咳、慢性支气管炎等；４）合并严
重的心、肺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患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术后随访失联或拒绝随
访者；２）术后随访资料不全者。

１６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沙丁胺醇气雾剂，０１
μｇ／次，每次１～２揿，２次／ｄ；睡前口服孟鲁司特钠
咀嚼片，其中６～１４岁患儿５ｍｇ／ｄ，２～５岁患者４
ｍｇ／ｄ。其治疗疗程同观察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加用黄龙止咳方。组成：炙麻黄６ｇ、苦杏仁９
ｇ、防风９ｇ、地龙６ｇ、款冬花９ｇ、桑皮９ｇ、苏子６ｇ、
法半夏９ｇ、黄芩９ｇ、甘草３ｇ。若痰多者加陈皮、葶
苈子，里热气急者加石膏；食积者加炒鸡内金、神曲。

其剂量可因患者年龄差异酌情加减。１剂／ｄ，本院
常规煎服，分３次温服，１４ｄ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２
个疗程，两疗程间休息１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７１　临床症状评分　观察治疗前后２组患者咳
嗽、咽痒、痰量的情况，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
积分。症状积分评定参照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

吸学组发布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

南》［４］评定标准。咳嗽症状积分：日间或夜间均无咳

嗽为正常记０分；日间或夜间偶有短暂性的咳嗽，刺
激后偶有短暂咳嗽为轻度咳嗽记３分；日间咳嗽频
繁，呈阵发性或夜间咳嗽常作，影响睡眠，大量运动

或重度刺激后引发咳嗽并影响日常生活为中度咳嗽

记６分；日间或夜间频繁持续性咳嗽，严重影响日常
活动和夜间睡眠，轻度活动或轻微刺激后引发咳嗽，

严重影响生活为重度咳嗽记９分。痰量：无痰正常
记０分；干咳偶有痰为轻度记１分；少量痰尚易咳出
者为中度记２分；痰多黏稠难以咳出为重度记３分。
咽痒：无痒为正常记０分；偶有咽痒为轻度记１分；
时时咽痒为中度记２分；咽痒严重，时时清嗓为重度
记３分。
１７２　免疫检测指标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治疗前后２组患者血清中 ＩｇＥ的水平
（ＩｇＥ试剂盒购于美国 Ｂｉｏｃｈｅｃｋ公司），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７３　不良反应及随访情况　记录治疗过程中２
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对治疗后患者进行为期半

年的随访，记录病情复发情况。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评定标准参考《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５］：疗效指标（ｎ）＝（治疗前积
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１００％。治愈：治疗
结束后咳嗽症状消失，２周内未复发，ｎ≥９５％；显
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７０％≤ｎ＜９５％；有效：治疗
结束后咳嗽等症状基本控制，３０％≤ｎ＜７０％；无效：
治疗结束后咳嗽等症状无改善或加重，ｎ＜３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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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均以平均值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２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满足正态性采用 ｔ检
验，不满足的采用秩和检验。２组间计数资料比较
满足正态性采用 χ２检验，不满足的采用秩和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治疗疗效的比较　总有效率观察组
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治愈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例（％）］
观察组（ｎ＝３９） １９ １２ ５ ３ ３６（９２３１）

对照组（ｎ＝４０） ９ １３ ８ １０ ３０（７５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的比较　治疗前２
组患者咳嗽积分、咽痒积分、痰量积分及总积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２组患者症状积分
具有可比性；２组患者治疗后各症状积分较治疗前
均降低（Ｐ＜００５），表明２种治疗方法均能改善患
者的咳嗽、咳痰、咽痒症状；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各

症状总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表明采用
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治疗后患者咳嗽、痰量、咽痒症

状改善更显著。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的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咳嗽积分 咽痒积分 痰量积分 总积分

观察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５６９±２２６ １９０±０７５ １４４±０８５ ９０３±３２６
　治疗后 ２１５±２３８△０８５±０９０ ０４４±０５５△ ３４４±３６３△

对照组（ｎ＝４０）
　治疗前 ５８５±２１４ １９３±０６６ １５３±０９６ ９３０±３２０
　治疗后 ３５３±２３４ １２５±０８４ ０８８±０７２ ５６５±３６９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ＩｇＥ的比较　治疗前
２组患者Ｉｇ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
治疗后血清中ＩｇＥ较治疗前均降低（Ｐ＜００５）；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血清中 ＩｇＥ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ＩｇＥ的比较（珋ｘ±ｓ，ＩＵ／ｍＬ）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ｎ＝３９） ２９６６４±８５８９９ １３３９０±４５６３７△

对照组（ｎ＝４０） ２８８３３±９８７２９ １９０３５±２１１８１３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４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出现１例恶心
患儿，观察１ｄ后患者症状自行缓解未予药物处理。
对照组出现２例恶心、１例咽部不适患者，未给予处

理自行缓解。

２５　随访　２组患者治疗结束后随访半年，观察组
未复发率为 ４３５９％（１７／３９），对照组未复发率为
１５００％（６／４０），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２组患者复发情况（例）

组别 无复发 复发１次 复发２～３次 复发３次以上

观察组（ｎ＝３９） １７ １１ ７ ４
对照组（ｎ＝４０） ６ １３ ８ １３

３　讨论
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ＶＡ）以刺激性干咳为主，咳

嗽较为剧烈，夜间或清晨时咳嗽更剧烈，严重者伴喘

症，常有过敏性史，好发于春秋两季，常因预冷、接触

过敏原等诱发。临床常用支气管扩张剂、白三烯受

体拮抗剂、激素等药物治疗，但治疗效果欠佳，其咳

嗽症状反复，易产生耐药性［６］。

ＣＶＡ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认为其主要与
炎性反应有关，因炎性因子的增多，长期刺激气道，

使得血管充血渗出、黏膜水肿，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

受损，使得气道对刺激的敏感性增高［７８］。研究表明

炎性反应因子能够诱导 Ｔｈ２细胞分化，促进 ＩｇＥ的
产生，促进气道炎性反应的发展［９］。免疫球蛋白ｌｇＥ
为过敏反应的介质，血清中 ＩｇＥ水平升高是诊断过
敏性疾病有力的实验室依据。当过敏原进入机体后

能够产生特异性的ＩｇＥ与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
相结合，使机体对相应的过敏原敏感，当再次触及该

过敏原，则会产出反应，使得机体释放出大量的炎性

反应因子，产生过敏反应［１０１１］。临床研究表明，患儿

在ＣＶＡ发作期血清中 ｌｇＥ水平明显高于缓解期及
正常的儿童［１２］。

中医对此病多从咳嗽、哮喘等论治，多认为其病

机主要为肺、脾、肾三脏不足，痰饮内停，因气候骤

变，外邪袭肺，肺失宣降，气道骤紧，发为哮咳［１３］。

中医治疗多根据患者的症状辨证论治，临床常用方

有止嗽散、定喘汤、华盖散、二陈汤、麻杏石膏汤等。

本人临床经验总结认为ＣＶＡ的主要治疗原则为“开
宣肺气、止咳化痰、祛风解痉”，本病发生的关键为

“风邪侵肺”，小儿卫气较弱，肺脏娇嫩，易受风邪所

侵，肺受风邪所扰，导致其津液输布失常，津液凝聚

为痰，阻于气道，气血不通，日久会导致脉络瘀阻，因

此宣肺化痰、祛风解痉为治疗关键。黄龙止咳方以

炙麻黄合苦杏仁为君，一宣一降，调畅肺部气机，共

奏宣肺祛邪、降气化痰之功；防风、地龙为臣药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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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祛外风，并能熄内风，止痉平喘，佐以款冬花、桑白

皮、苏子、法半夏、黄芩清热化痰，甘草化痰止咳并调

和诸药。现代研究表明：麻黄中的麻黄碱能够有效

的降低过敏性介质的产生，可抑制 β肾上腺素受
体，缓解痉挛的支气管平滑肌，还可以缓解支气管血

管充血渗出、黏膜水肿［１４］；苦杏仁中所含的苦杏仁

甙能够轻度的抑制呼吸中枢，从而达到止咳平喘的

作用［１５］；防风能够抗炎、杀菌、抗过敏并能够提高免

疫力［１６］；地龙能够有效的抑制嗜酸性粒细胞，保护

支气管黏膜，对抗痉挛［１７］。

本课题采用黄龙止咳方联合西药治疗 ＣＶＡ患
儿８０例，与单纯西药治疗对照，探讨中药治疗对
ＣＶＡ患者临床疗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
表明，中药联合西药治疗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的咳

嗽、咽痒、痰多症状，并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中 ＩｇＥ，
表明其治疗的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抑制 ＩｇＥ的产
生，缓解气道炎性反应。在整个治疗过程２组患者
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观察组随访复发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表明该治疗方法安全有效、不易复发，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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