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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剂治疗婴幼儿

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与安全性分析

吴惠君　刘天媚　王俪湛
（琼海市中医院儿科，琼海，５７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研究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剂治疗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将２０１４年９月至
２０１６年９月期间琼海市中医院儿科收治的喘息性支气管炎婴幼儿患者９８例，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９例，观察
组采用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剂治疗，对照组采用布地奈德混悬剂治疗，比较２组的疗效、症状缓解时间以及不良
反应等。结果：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治疗７ｄ后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５９２％和８３６７％，观察组明显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儿气喘、咳嗽以及肺部哮鸣音等临床症状的消失时间明显的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ＲｒｓＳＯ明显低于对照组，ＣｒｓＳ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儿３个月的复发率明显的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剂促进
了临床症状缓解，提高了治疗总有效率，降低了复发率，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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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是儿科临床中的一种常
见病和多发病，通常在６个月至３岁的婴幼儿中较
为常见，主要的临床症状为咳嗽、气喘以及肺部喘鸣

音［１］。该疾病易反复发作，病程较长，由于婴幼儿尚

处于生长发育期，身体免疫功能低下，若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引发哮喘，导致呼吸和心力衰竭，严重的可能

会导致死亡，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都造

成了严重的影响［２］。目前，对于该病的西医治疗主

要是使用抗感染、抗感染或解痉平喘药物，能有效的

改善临床症状，但往往复发率较高，且使用抗生素不

良反应较多［３］。随着中医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推广，

人们发现中药对改善婴幼儿喘息患者的临床症状、

缩短病程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中西医结合治疗为

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治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途

径［４］。因此，本研究采用自拟的定喘止咳汤联合布

地奈德混悬剂治疗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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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４年９月到２０１６年９月期间我
院儿科门诊收治的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９８例，主
要临床症状为咳喘痰鸣，经胸片检查确诊，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４９
例，观察组中男２８例，女２１例，年龄为６个月至３
岁，平均年龄（１５１±０３２）岁，病程为２～１０ｄ，平均
病程（４３２±１７１）ｄ；对照组婴幼儿中男 ３０例，女
１９例，年龄为 ６个月至 ３岁，平均年龄（１４８±
０２９）岁，病程为２～１０ｄ，平均病程（４５８±１６２）
ｄ。比较２组婴幼儿的年龄、性别以及病程等资料，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儿科学》［５］和《中国儿童哮
喘诊断与防治指南》［６］中关于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

炎的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年龄为６个月至３岁；２）该试验
经过患儿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或支气管畸
形的婴幼患儿；２）心、肺、脑功能不全的婴幼患儿；３）
具有气管肺发育不良、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异物、大

叶性肺炎、肺结核等疾病的婴幼儿。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未完成治疗的患儿；２）２
周之内使用过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婴幼患儿。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婴幼儿在确诊后均给予常规
的对症治疗，包括低流量吸氧、抗感染以及止咳等。

存在低热者给予外贴退热贴，高热者给予口服退烧

药治疗。对照组患儿给予布地奈德混悬剂（Ａｌｍａ
Ｒｏａｄ，ＮｏｒｔｈＲｙｄｅ，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２１１３公司生产；
规格２ｍＬ：１ｍｇ／支，药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４０４７５）雾
化吸入，０５～１ｍｇ／次（＜１岁 ０５ｍｇ，≥１岁 １
ｍｇ），２次／ｄ。７ｄ为１个疗程。

观察组在上述基础上给予我院自拟的定喘止咳

汤，组分为：炙麻黄５ｇ、苦杏仁１０ｇ、桑白皮１０ｇ、射
干１０ｇ、蝉蜕５ｇ、防风１０ｇ、法半夏８ｇ、陈皮８ｇ、紫
苏子１０ｇ、甘草５ｇ。水煎取汁１５０ｍＬ，分４～５次喂
服，１／２至１剂／ｄ（＜１岁半剂，≥１岁１剂）。７ｄ为
１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观察并记录２组应有患儿的气
喘、咳嗽、肺部哮鸣音的消失时间。２）采用肺功能仪
对２组患儿的肺功能进行测定，主要包括呼吸系统
阻力（ＲｒｓＳＯ）、呼吸系统静态顺应性（ＣｒｓＳＯ）。３）
观察小儿是否出现不良反应。每１个月随访１次，
随访３个月，观察２组的复发率。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７］对２组治疗７ｄ后的咳嗽、咳痰、喘息及肺
部体征进行积分评定。疗效指数（ｎ）＝［（治疗前积
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痊愈：咳嗽、
咳痰等临床表现和阳性体征彻底消失，肺部喘鸣音

消失或减轻，体征恢复正常，ｎ≥９５％；显效：咳嗽、咳
痰等临床表现和阳性体征明显改善，肺部喘鸣音减

轻，ｎ≥７０％。有效：咳嗽、咳痰、等症状以及体征有
好转的迹象，肺部音有减轻但未彻底消失，ｎ≥
３０％。无效：咳嗽、咳痰等临床表现无好转或有呈现
加重趋势，ｎ＜３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的
形式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
（％）表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治疗７ｄ
后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５９２％和８３６７％，观察组的
临床总有效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７ｄ后的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４９）２４（４８９８）１３（２６５３）１０（２０４１） ２（４０８） ４７（９５９２）
对照组（ｎ＝４９）１９（３８７８）１０（２０４１）１２（２４４９） ８（１６３３） ４１（８３６７）

χ２ ４００９
Ｐ ００４５

２２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观察组患儿气喘、咳嗽以
及肺部哮鸣音等临床症状的消失时间明显的短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的症状消失时间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气喘消失

时间

咳嗽消失

时间

肺部哮鸣音

消失时间

观察组（ｎ＝４９） ２７２±１２１ ３２３±１１７ ５０７±１４７
对照组（ｎ＝４９） ３３４±０８９ ３８２±１４４ ５６２±１１３

ｔ ２８８９ ２２２５ ２０７６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２３　肺功能比较　治疗前，２组的ＲｒｓＳＯ和ＣｒｓＳＯ
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的ＲｒｓＳＯ明显低于对照组，ＣｒｓＳＯ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不良发应以及复发率　在治疗过程中，观察组
１例患儿出现心悸症状，治疗后好转，其他婴幼儿无
明显的不良反应发生。观察组和对照组在３个月的
复发率分别为６１２％和２０４１％，观察组明显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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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的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ＲｒｓＳＯ
（ｋＰａ／ｓ／Ｌ）

ＣｒｓＳＯ
（Ｌ／ｋＰａ）

ｔ Ｐ

观察组（ｎ＝４９）
　治疗前 ８１１±１８６ ７７１±２３７ ０１５０ ０４４０
　治疗后 ４２３±１０９ １３５６±３９２ １０８３３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４９）
　治疗前 ８１７±２０９ ７６６±２２１ ０１０８ ０４５７
　治疗后 ６８２±１２７ １１２４±２８２ ３３６３ ０００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随访３个月内的复发率比较［例（％）］

组别 １个月 ２个月 ３个月

观察组（ｎ＝４９） ２（４０８） ３（６１２） ３（６１２）
对照组（ｎ＝４９） ５（１０２０） ８（１６３３） １０（２０４１）

χ２ ０３８５ ２５６０ ４３４６
Ｐ ０２３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７

３　讨论
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作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

疾病，其发病原因大多与过敏原或细菌感染具有密

切的相关性［８９］。病原体在诱发婴幼儿出现气道炎

性反应的同时，可能还会增加气道的反应性从而导

致呼吸系统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生［１０］。婴幼儿的

肺部组织和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其周围的软骨支撑

作用较弱，呼吸道纤毛运动功能不佳，因此容易受到

感染导致分布感染，加之婴幼儿的支气管管腔较为

狭窄，分泌的黏液、黏膜的炎性水肿可能会发生阻

梗，导致咳嗽、憋气等症状，引发喘息性支气管

炎［１１１２］。由于该病较为反复，发病较急，若不及时治

疗会发生呼吸困难、呼吸衰竭，严重甚至导致死亡，

因此，对婴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治疗一直备受关

注［１３１４］。布地奈德混悬剂是一种局部吸入性糖皮质

激素，其可以有效的抑制气道中炎性反应细胞和炎

性反应因子的释放，降低呼吸道炎性反应和腺体黏

膜分泌，修复呼吸道黏膜，具有良好的平喘作用，它

在肝脏内首过代谢率高，可达到９０％，清除快，并且
不良反应少，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喘息性支气管炎的

治疗中［１５１６］。

中医认为，喘息性支气管炎是属于“咳嗽”以及

“喘证”的范畴，由于婴幼儿的脏腑娇嫩，肺脾常不

足，气候发生变化时不能冷暖自调，易受到风寒或风

热的侵袭，导致外邪由表入内，该病发病的主要特点

为邪实，根据中医中急则治标的原则，治疗应以化痰

平喘、清热解毒为主［１７１８］。本院自拟的定喘止咳汤

的主要组成成分为炙麻黄、苦杏仁、桑白皮、射干、蝉

蜕、防风、法半夏、陈皮、紫苏子、甘草。炙麻黄具有

平喘止咳的功效，苦杏仁可以宣肺止咳、润肠通便，

桑白皮泄肺清热，射干清热解毒、祛痰利咽，蝉蜕与

防风能够祛风解表、利咽解痉，法半夏可以燥湿化

痰，陈皮可以行气宽中，降逆化痰，紫苏子下气定喘，

止嗽消痰，甘草可以镇咳祛痰［１９］。诸药使用可以可

使气畅络达，达到平喘止咳、行水消痰的功效。本研

究的结果发现，使用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

剂治疗婴幼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总有效率明显的高

于单纯的使用布地奈德混悬剂，其临床症状的缓解

时间也较单纯的使用布地奈德混悬剂明显缩短；呼

吸道阻力和顺应性检查结果发现，治疗后，联合用

药组的ＲｒｓＳＯ明显低于对照组，ＣｒｓＳＯ明显高于
对照组。这些结果表明，定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

混悬剂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病程，改善了肺功

能。进一步对２组的复发率研究发现，观察组的在
３个月后的复发率仅为 ６１２％，明显的低于对照
组，联合喘止咳汤进一步巩固了治疗效果，降低了

复发率。

综上所述，喘止咳汤联合布地奈德混悬剂促进

了临床症状缓解，降低了体内炎性反应递质水平，提

高了治疗效果，降低了复发率，安全性高，值得临床

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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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ｂｒｏｎｃｈｉｏｌｉｔｉｓ［Ｊ］．Ａｃｔａ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２，１０１（１）：

４３４７．

［１１］湛要五．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喘息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Ｊ］．湖

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６（３）：８４８６．

［１２］孙光辉，张季红，多力坤·木扎帕尔．２８７例婴幼儿喘息病因分

析及诊断策略［Ｊ］．新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４）：４５８４６１．

［１３］袁艺，曹玲，于雪梅，等．儿科门诊儿童毛细支气管炎及喘息性

支气管炎治疗现状［Ｊ］．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４）：

２６７２７０．

［１４］张芳．温肺化痰汤加减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

床观察［Ｊ］．陕西中医，２０１７，３８（５）：５９０５９２．

［１５］郭胜红，柳林伟．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临床研

究［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１０）：１４６８１４７１．

［１６］黎秋波，谭少宏，卢雄才，等．中药加维 Ｄ联合护理干预防治婴

幼儿喘息的效果分析［Ｊ］．贵州医药，２０１６，４０（６）：６６９６７０．

［１７］黄淑美，林建军．孟鲁司特联合布地奈德预防婴幼儿毛细支气

管炎后喘息复发的作用［Ｊ］．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４，１４（９）：

１２３２１２３３．

［１８］徐金生．气泵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联合特布他林治疗喘息

性支气管炎５０例疗效观察［Ｊ］．陕西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４４（１）：９４

９５．

［１９］张亦群，张皓．清肺化痰方对哮喘性支气管炎婴幼儿肺功能的

影响［Ｊ］．上海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５０（６）：４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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