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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固本防哮饮联合定喘敷贴膏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的疗效。方法：采用中心随机、平行分组对
照，多中心临床研究，４个中心共２６３例哮喘缓解期患儿完成本次研究，其中试验组１３２例、对照组１３１例，试验组采用固
本防哮饮口服联合定喘敷贴膏穴位敷贴；对照组用普米克都保（布地奈德）吸入，疗程均为１２个月。结果：１）主要疗效指
标评价：治疗６个月和１２个月时，２组患儿哮喘发作次数、呼吸道感染次数均较治疗前有显著减少（Ｐ＜００１），其中１２个
月时呼吸道感染次数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中医证候疗效指标评价：试验组和对照组对中医证候疗效指
标均有明显改善效果，但试验组在改善鼻痒喷嚏、流涕、咳嗽、出汗、大便、舌象等症状和总症状积分方面要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２组证候总疗效比较，试验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８％、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８２３１％，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结论：固本防哮饮联合定喘敷贴膏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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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性反应和气道 高反应性为特征的异质性疾病，以反复发作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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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气促、胸闷为主要临床表现。近２０余年来我
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１］。哮喘容易

反复发作，难以根治，对患儿身心健康危害很大，也

给家庭、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目前西医的治疗多

采用ＧＩＮＡ方案，根据病情评估，采用不同剂量、不
同给药途径的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舒张剂为主的治

疗，但总体控制效果尚不理想［２］。中医药防治哮喘

历史悠久，疗效确切，用于哮喘缓解期，可以扶正固

本，提高机体免疫力来控制哮喘，是防治哮喘的一种

有效途径。固本防哮饮处方来源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江育仁教授治疗哮喘的经验方，前期６个
月的中心随机、平行对照、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显示该

方在减少、减轻哮喘发作中疗效显著［３］。本次研究

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将观察周期延长至

１年，观察本方的疗效及安全性。旨在进一步观察
中医和西医２种不同治疗方案对儿童哮喘缓解期最
常见的中医证型肺脾气虚证的治疗效果。最终更全

面的评价以固本防哮饮为主的中医治疗方案用于儿

童哮喘缓解期，对哮喘发作及中医临床证候的影响，

从而深入评价此治疗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诊断和病例选择
１１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呼吸学组的《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中儿童哮喘的诊断标准。研究病例选择其中确诊为

儿童哮喘缓解期的患儿。

１１２　中医辨证标准　参照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７月出版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七
年制规划教材《中医儿科学》（汪受传主编）和“小儿

哮喘中医诊疗指南”内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辨

证标准［４］。

１２　临床试验方法　采用中心随机、平行分组对
照，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个中心开
展，共收集病例２７６例，其中试验组１３７例、对照组
１３９例。各中心竞争入组，但每个中心组病例不少
于３０例。采用中心随机化方法，区组随机设计，制
定随机表。拟诊为小儿哮喘缓解期的患儿，严格按

入选时间先后顺序，获得随机号，按随机号相对应的

分组接受治疗。试验组脱落５例，占３６５％；对照组
脱落８例，占５７６％。２组剔除０例。最后得到符
合方案集病例数为２６３例，其中试验组１３２例、对照

组１３１例。２组脱落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３　纳入排除标准
１３１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西医哮喘临床缓解期
的诊断标准；符合中医哮喘肺脾气虚证诊断标准；年

龄在５～１４岁；纳入前１月内未使用过中西医的免
疫调节相关药物；患儿法定监护人知情同意参加受

试。

１３２　排除标准　病例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合并
有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病

患者；根据研究者的判断，具有降低入组可能性或使

入组复杂化的其他病变者；正在参加其他药物的临

床试验者。

１４　一般资料　入组时２组年龄、性别、身高、体
重、湿疹史、家族哮喘史、药物过敏史、既往用药情

况、病程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２组间治疗前半年
病情（哮喘发作次数、呼吸道感染次数，及中医证候

观察指标鼻痒喷嚏、流涕、咳嗽、气短、出汗、面色、乏

力、食欲食量、大便、舌象、症候总积分）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５　治疗方法　试验组采用中药固本防哮饮口服
＋穴位敷贴。固本防哮饮：处方组成：炙黄芪，党参，
白术，茯苓，煅牡蛎，蝉蜕，陈皮，防风，辛夷，五味子，

生甘草（由江苏省中医院负责统一采购供应与质量

控制）每日１剂，分早晚２次服用。每例均于疗程的
第２５～３５个月期间配合定喘敷贴膏穴位敷贴治
疗。定喘敷贴膏药物组成为白芥子、延胡索各２份，
甘遂、细辛各１份，肉桂０５份，共研细末，加入凡士
林调成膏状，做成直径１ｃｍ左右的药饼，用胶贴固
定于所选穴位上。选穴：双侧肺俞、心俞、膈俞共６
个穴位。方法：每３ｄ敷贴１次，每次２～４ｈ。敷贴
１０次为１个疗程。

对照组按《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执行。

普米克（布地奈德）都保吸入剂（瑞典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生产。１００μｇ／２００吸，批号：２２７７４３）：２００μｇ／
天，１次／每晚。试验组、对照组观察疗程均为１２个
月。

１６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１６１　主要疗效观察指标　哮喘发作次数，呼吸道
感染次数。

１６２　中医证候观察指标　鼻痒喷嚏，流涕，咳嗽，
气短，出汗，面色，乏力，食欲食量，大便，舌象，症候

总积分记分等方面。

１６３　中医证候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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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指数＝（疗前积分疗后积分）÷疗前积分
×１００％
１）临床缓解：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明显改善（疗

效指数≥９５％）
２）显效：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明显改善（７０％≤

疗效指数＜９５％）
３）有效：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有改善（３０％≤疗

效指数＜７０％）
４）无效：服药后，症状和体征无明显减轻或加重

者（疗效指数＜３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包括卡方检验、ｔ检验、Ｒｉｄｉｔ检验、ＣＭＨ
检验和ＣＨＩＳＱ检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主要疗效指标比较　治疗６个月和１２个
月时，２组患儿哮喘发作次数、呼吸道感染次数均
较治疗前有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１）。其中１２个月时呼吸道感染次数试验组显著
低于对照组，并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果
见表１。
２２　２组中医证候疗效指标比较
２２１　２组患儿证候学时点评分比较　治疗６个月

时中药组诸症评分显著低于西药组，６个月时的鼻
痒喷嚏、流涕、气短、出汗、大便、舌象评分显著

低于西药组，经 Ｒｉｄｉｔ检验，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提示中药组较西药组能更好的改
善患儿鼻痒喷嚏、流涕、气短、出汗、大便、舌象

异常的症状。

表１　患儿哮喘发作次数、呼吸道感染次数比较

主要疗效指标 组别
时点

治疗前 ６个月 １２个月
哮喘发作次数 试验组 ２８０±１８６ ０８４±１０２▲▲ ０６３±０７２▲▲

（次／人／６月） 对照组 ２４６±１５５ ０８４±０９６▲▲ ０６５±０６９▲▲

呼吸道感染次数 试验组 ４１２±１５４ ０７２±１２６▲▲ ０２２±０５５▲▲

（次／人／６月） 对照组 ３７２±１１８ １０２±１６２▲▲ ０８０±０９７▲▲

　　注：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基线比较，Ｐ＜００１，▲表示

与基线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２　２组各观察时点与基线比较　治疗６个月时
试验组的诸症积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Ｐ＜００１），
对照组除大便、舌象外其他症状积分也显著低于治

疗前 （Ｐ＜００１），其中咳嗽、气短、出汗、面色、
食欲食量、大便、舌象的改善情况试验组优于对照

组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治疗１２个月时试验组
和对照组诸症积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 （Ｐ＜００１），
试验组鼻痒喷嚏、流涕、咳嗽、出汗、大便、舌象

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结
果见表２、表３。

表２　６个月时２组患儿症状学评分比较

症状 组别 ０分（ｎ） １分（ｎ） ２分（ｎ） 与治疗前比较统计量（Ｐ） 与对照组比较统计量（Ｐ）

鼻痒喷嚏 试验组 ５５（４１６７） ７６（５７５８） １（０７５） ６３２７（００００） ０２９（０５８８）
对照组 ５８（４４２７） ７３（５５７３） ０（０００） ５１３９（００００）

流涕 试验组 ８９（６７４２） ４３（３２５８） ０（０００） ７０９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００８２）
对照组 ７７（５８７８） ５１（３８９３） ３（２２９）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咳嗽 试验组 １１７（８８６４） １５（１１３６） ０（０００） ８２４７（００００） ９８７（０００２）
对照组 ９８（７４８１） ２９（２２１４） ４（３０５） ５９７５（００００）

气短 试验组 １１４（８６３６） １８（１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６０４１（００００） ６６５（００１０）
对照组 ９７（７４０５） ３３（２５１９） １（０７６）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出汗 试验组 １０１（７６５２） ３１（２３４８） ０（０００） ９７２３（００００） ２４０３（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６（５０３８） ５４（４１２２） １１（８４０） ４６８４６（００００）

面色 试验组 １２５（９４７０） ７（５３０） ５６５０（００００） ７９５（０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１０（８３９７） ２１（１６０３） ４２８０（００００）

乏力 试验组 １２７（９６２１） ５（３７９） ３８３８（００００） ０１０（０７４８）
对照组 １２５（９５４２） ６（４５８） ３６３８（００００）

食欲食量 试验组 １２４（９３９４） ８（６０６） ４９０３（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１０５（８０１５） ２６（１９８５） ２９９６（０００３）

大便 试验组 １１３（８５６１） １９（１４３９） ３１９８（０００１） ５４６（００１９）
对照组 ９７（７４０５） ３４（２５９５） １９２６（００５４）

舌象 试验组 １０３（７８０３） ２９（２１９７） ４６９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２（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７６（５８０２） ５５（４１９８） １９２６（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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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２个月时２组患儿症状学评分比较

症状 组别 ０分（ｎ） １分（ｎ） ２分（ｎ） 与治疗前比较统计量（Ｐ） 与对照组比较统计量（Ｐ）

鼻痒喷嚏 试验组 ７７（５８３３） ５４（４０９１） １（０７６） ８０８６（００００） ８８１（０００３）
对照组 ５３（４０４６） ７５（５７２５） ３（２２９） ４４３１（００００）

流涕 试验组 ９８（７４２４） ３３（２５００） １（０７６） ７８２１（００００） ６１２（００１３）
对照组 ７７（５８７８） ５４（４１２２） ０（０００） ５０３０（００００）

咳嗽 试验组 １２１（９１６７） １１（８３３） ０（０００） ９６４３（００００） ６７６（０００９）
对照组 １０６（８０９２） ２４（１８３２） １（０７６） ６９５５（００００）

气短 试验组 １１４（８６３６） １８（１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６０４１（００００） ３７８（００５２）
对照组 １０１（７７１０） ３０（２２９０） ０（０００） ５３６５（００００）

出汗 试验组 １０１（７６５２） ３１（２３４８） ０（０００） ９７２３（００００） ８２０（０００４）
对照组 ８３（６３３６） ４１（３１３０） ７（５３４） ６２３４（００００）

面色 试验组 １２６（９５４５） ６（４５５） ５７５６（００００） ０３２（０５７３）
对照组 １２３（９３８９） ８（６１１） ５６７１（００００）

乏力 试验组 １２６（９５４５） ６（４５５） ３７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７６８）
对照组 １２６（９６１８） ５（３８２） ３７４５（００００）

食欲食量 试验组 １２８（９６９７） ４（３０３） ５３３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６１）
对照组 １２０（９１６０） １１（８４０） ４６０１（００００）

大便 试验组 １２６（９５４５） ６（４５５） ４５８４（００００） ９４１（０００２）
对照组 １１０（８３９７） ２１（１６０３） ３３１７（０００１）

舌象 试验组 １１３（８５６１） １９（１４３９） ５７５６（００００） ８２７（０００４）
对照组 ９３（７０９９） ３８（２９０１） ３７４５（００００）

２２３　２组各时点症状总积分比较　症状总积分２
组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在６个月、１２个月，试验组
和对照组组症状总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降低

（Ｐ＜００１），治疗１２个月结束时试验组与对照组症
状总积分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总积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儿各时点症状总积分比较

组别
时点

治疗前 ６个月 １２个月

试验组 ６５９±２６３ １８２±１７９▲▲ １７８±１８１▲▲

对照组 ６２３±２５７ ２９３±２２９▲▲ ２５８±２２５▲▲

　　注：▲表示与基线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基线比较，Ｐ＜

００１。表示与西药组比较，Ｐ＜００５，表示与西药组比较，Ｐ＜

００１。

２２４　２组证候疗效分级比较　２组证候疗效分级
比较，试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试验组
总有效率为９３０８％，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８２３１％。
结果见表５。

表５　２组患儿证候疗效比较

组别
无效

（％）
有效

（％）
显效

（％）
临床缓解

（％）
总有效率

（％）
试验组 ９（６９２） ２５（１９２３） ３６（２７７） ６０（４６１５） ９３０８
对照组２３（１７６９）４５（３４６２）２７（２０７７）３５（２６９２） ８２３１

２３　安全性分析　临床试验期间，未见患者血、尿、
便常规、心电图及肝肾功能有异常改变，未见患者有

其他不良反应发生，表明中医治疗方案临床应用安

全。

３　讨论
哮喘是一种以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为特点的痰

鸣气喘性慢性呼吸道疾病，是儿科临床的常见病、多

发病及疑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且

逐年攀升［５］，许多国家已将其列为重点防治疾病。

目前普遍认为哮喘缓解期如何预防下一次哮喘发作

是哮喘治疗的目标及难题。西医以吸入性糖皮质激

素为主的长期治疗方案预防哮喘发作，远期疗效并

不十分理想，且有一定的不良反应［６］。越来越多的

医务工作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医，希望从中觅到

根治哮喘的方法。

本病属于中医“哮喘”“哮证”范畴。中医学认

为哮喘的发病总体机制在于外邪引动夙根。而夙根

的形成则归咎于肺、脾、肾三脏的功能失调，引起水

液代谢异常，如肺不能布散津液，脾不能输布水谷精

微，肾不能蒸腾气化，以致津液凝聚气道而成痰饮，

并长期伏藏于肺形成哮喘发病的“夙根”。哮喘急

性发作则是由于夙根遇感引触，痰随气升，气因痰

阻，痰气相互搏结，壅塞于气道，而致气道不利，出现

痰嘶如吼，喘息、胸闷、气促。正如李中梓在《证治

汇补·哮喘》中指出：“哮即痰喘之久而常发者，因

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三者

相合，闭拒气道，搏击有声，发为哮喘。”其中肺脾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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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脏的功能不足，导致痰饮留伏于肺是哮喘发病的

主要内因，而外感、异物、异味刺激是哮喘发病的主

要外因。中医强调治疗疾病“必求于本”，故哮喘缓

解期调补肺脾肾，消除宿根是治疗哮喘、防止复发的

关键环节。儿童哮喘缓解期以肺脾气虚证最为多

见，处于哮喘缓解期的儿童临床多表现为平素多汗

易感，气短乏力，食欲不振，舌质淡等症状［７９］。由于

肺脾气虚则卫外不固，则易感外邪而诱发哮喘发作。

固本防哮饮是基于“扶正固本”的指导思想下

形成的治疗哮喘的名医经验方，其治疗哮喘的着重

点在于预防。通过补肺固表，健脾化痰，旨在提高患

儿自身抵御外邪的能力，改善体质状态，预防哮喘发

作。处方中炙黄芪健脾益肺、补气固表，兼以升提中

气为君药；党参、白术、茯苓、陈皮补气健脾、运化水

湿、理气化痰以杜生痰之源为臣药；煅牡蛎、防风、蝉

蜕、五味子敛肺祛风、固表止汗为佐药；生甘草益气

健脾调和诸药为使药。配合定喘敷贴膏穴位敷贴益

气温阳，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本次为期１年的中
心随机、平行分组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固本

防哮饮为主的中医治疗方案和布地奈德为主的西医

治疗方案，在治疗６个月和１２个月时，患儿哮喘发
作次数、呼吸道感染次数均较治疗前有显著减少，其

中１２个月时呼吸道感染次数中医方案组显著低于
西医方案组。中医证候疗效指标评价显示２组对中
医证候疗效指标均有明显改善效果，但中医方案组

在改善鼻痒喷嚏、流涕、咳嗽、出汗、大便、舌象等症

状和总症状积分方面要优于西医方案组。２组证候
总疗效比较，中医方案组优于西医方案组。证实固

本防哮饮联合定喘敷贴膏治疗儿童哮喘缓解期安全

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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