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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麻杏二陈三子汤对小儿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及其对免疫机制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宝鸡市中医医院收治的因哮喘急性发作入院治疗的患儿９０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入组患儿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４５例。对照组患儿接受临床常规治疗，观察组患儿接受常规＋麻杏二陈三子汤治疗。比较２组患儿的疗效及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
细胞免疫、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水平的差异。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儿（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儿外周血中Ｔｈ１７细胞比例、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值低于对照组患儿，Ｔｒｅｇ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患儿（Ｐ＜００５）；观察组患儿血
清中Ｔｈ１细胞因子ＩＬ２、ＩＦＮγ的含量高于对照组患儿，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０的含量低于对照组患儿（Ｐ＜００５）。结
论：麻杏二陈三子汤治疗小儿哮喘急性发作，可有效提升整体疗效、优化机体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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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性反应，可引起气道高
反应性，急性发作时表现为喘息、气促、呼吸困难等，

频繁发作可导致气道重塑及器质性呼吸系统功能改

变［１２］。中医将哮喘纳入“喘证”范畴，外因作用下

痰随气升、气因痰阻，最终导致气道阻塞及哮喘急性

发作［３］。目前β２受体激动剂吸入治疗哮喘最为普
遍，但其控制哮喘急性发作的作用存在局限性，较多

学者推荐加入中药方剂进行联合治疗。麻杏二陈三

子汤具有化痰降气、止咳平喘之功效，已经在临床多

种肺部疾患的治疗中获得成功应用。本次研究将麻

杏二陈三子汤与常规西医治疗联合用于哮喘急性发

作患儿的治疗，从整体疗效、免疫机制等方面对其作

用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间因哮喘急性发作入院治疗的患儿９０例，按照随机
数表法将入组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４５
例，对照组中男２５例、女２０例，年龄２～８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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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４１８±０５９）岁，哮喘病程０５～４年，平均病
程（１７９±０５４）年；观察组中男２４例、女２１例，年
龄２～７岁，平均年龄（４３１±０７２）岁，哮喘病程
０５～５年，平均病程（１８１±０５２）年。２组患儿的
性别、年龄、哮喘病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并批准此次研究，患儿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１）伴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等哮喘
典型临床表现；２）发病至入院时间间隔≤１ｈ；３）入
院前３个月内无肺炎病史；４）全程配合治疗、检查，
临床数据完整。

１３　排除标准　１）合并肺部炎性反应性疾病；２）合
并严重先天性心脏病；３）合并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接受临床哮喘急性发
作常规治疗，包括：吸氧、解痉平喘、止咳化痰等。观

察组患儿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入麻杏二陈三子汤

治疗，具体如下：麻黄１ｇ，姜半夏、白果各２ｇ，杏仁、
五味子、白芥子４ｇ，陈皮、苏子、地龙各６ｇ，甘草３
ｇ。发热者加黄芩、柴胡；舌质偏红者加蜜桑；咳嗽者
加紫菀、款冬花；多痰者加葶苈子。１剂加水煎两
次，早晚口服，连续服用７ｄ。
１５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留取２组患儿的外周静
脉血２０ｍＬ，分别置入肝素钠抗凝管中（１ｍＬ／管）。
其中１ｍＬ直接采用流式细胞仪（碧迪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规格型号 ＢＤＦＡＣＳＡｒｉａＩＩ）测定其中 Ｔｈ１７细
胞比例、Ｔｒｅｇ细胞水平，计算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值。另１
ｍＬ经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１５ｍｉｎ后取上层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其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含
量，包括 Ｔｈ１细胞因子白介素２（ＩＬ２）、干扰素 γ
（ＩＦＮγ），Ｔｈ２细胞因子白介素４（ＩＬ４）、白介素１０
（ＩＬ１０）。酶联免疫试剂盒购自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货
号分别为ＬＫＳ０９１、ＨＡＵ７４８、ＡＹＤ１０２、ＭＤＨ３８７。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后，评估 ２组患儿的疗
效，包括显效（患儿症状体征完全消失，治疗期间及

治疗后３个月内无哮喘急性发作）、有效（患儿喘息
症状、肺部哮鸣音等均大幅改善，治疗期间及治疗后

３个月内哮喘急性发作次数 ＜３次，持续时间 ＜２
ｄ）、无效（患儿症状体征改善不明显，治疗期间及疗
程结束后患儿哮喘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均无减少）。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７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由具备统计学资质的
人员进行记录、计算，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治
疗效果属于等级资料以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

和检验；总有效率属于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疫水平、Ｔｈ１／
Ｔｈ２细胞免疫水平属于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２组患儿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中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患儿（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儿的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５ ３４（７５５６） ９（２００） ２（４４４） ４３（９５５６）
观察组 ４５ ２６（５７７８） １３（２８８９） ６（１３３３） ３９（８６６７）
Ｚ －１４３８２ １０２９３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疫水平　治疗前，２组患儿
外周血中Ｔｈ１７细胞、Ｔｒｅｇ细胞的比例，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
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
儿外周血中 Ｔｈ１７细胞比例、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值均低于
治疗前，Ｔｒｅｇ细胞比例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儿外
周血中 Ｔｈ１７细胞比例、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值低于对照组
患儿，Ｔｒｅｇ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中Ｔｈ１７／Ｔｒｅｇ
细胞免疫水平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Ｔｈ１７（％） Ｔｒｅｇ（％）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比值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４３８±０５９ ２６３±０３５ １６３±０２５
　治疗后 ３１７±０４８ ３１２±０３５ １２４±０１５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４３２±０５６ ２６１±０３３ １６５±０２４
　治疗后 ２６２±０３４ ３９４±０４６ ０７９±００９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
水平的比较（珋ｘ±ｓ，ｎｇ／Ｌ）

组别 ＩＬ２ ＩＦＮγ ＩＬ４ ＩＬ１０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２１４７±１５８９ ３０２８±４１７ １２９３４±１５８３ ９１２７±１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６６９２±２０８５ ４３７６±５７９ ８３６２±９１７ ５６２８±７１７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２２０３±１４７６ ３０５４±４０９ １２８９５±１４７７ ９０８８±９７４
　治疗后 ２０１６４±２４８５６１５５±７８４ ６０５８±７２４ ４０９３±５６２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水平　治疗前，２组患儿血
清中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ＦＮγ，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
ＩＬ１０含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２组患儿血清中 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ＦＮγ的含
量高于治疗前，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０的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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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儿血清中Ｔｈ１细胞因子ＩＬ２、
ＩＦＮγ的含量高于对照组患儿，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
ＩＬ１０的含量低于对照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　讨论

中医认为，哮喘的病因包括先天因素、后天因素

两类，先天因素为胎禀不足、家族遗传，后天因素则

包括反复外感、后天失养、肺脾肾三脏不足等。《哮

病论》亦指出，“哮病之音乃痰饮伏留”，“痰阻甚者

哮喘亦重，痰阻久者哮喘必迁延”［４５］。西医治疗目

前以β２受体抑制剂扩张支气管平滑肌、增加气道通
气为主，但是此类治疗无法有效祛除已经存在于气

道中的痰液，可能是其疗效存在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基于哮喘急性发作的中医病因，较多学者推荐在其

治疗中加入具有化痰功效的方剂。麻杏二陈三子汤

由麻黄、杏仁、苏子、白芥子、陈皮、半夏、白果、地龙、

五味子等多味中药制成，具有化痰降气、止咳平喘等

功效，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

喘等呼吸系统疾患的治疗［６］。本次研究在常规西医

治疗的基础上，引入麻杏二陈三子汤对哮喘急性发

作小儿进行治疗，以期为远期同类病例的临床治疗

奠定实践基础。

麻杏二陈三子汤方中，麻黄、杏仁宣肺止咳平

喘；苏子、白芥子降气消痰；陈皮、半夏燥湿化痰止

咳；白果、地龙敛肺解痉平喘；五味子敛肺滋肾平喘。

诸药合用，可使气道通、伏痰去、哮喘止。文中首先

比较２组患儿的疗效并发现：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儿，证实麻杏二陈三子汤辅助

治疗可有效提升哮喘急性发作患儿的临床疗效，肯

定了其作用价值，也是上述多味中药共同作用的直

接结果。

免疫功能障碍是导致哮喘急性发作的核心原

因，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疫失衡已经成为哮喘进展的公
认病因［７８］。Ｔｈ１７细胞是活化的 ＣＤ４＋亚群细胞，研
究显示哮喘患者外周血中Ｔｈ１７细胞较正常人增加，
Ｔｈ１７细胞在炎性反应初始阶段即可大量分泌 ＩＬ
１７，其对 ＩＬ６、ＩＬ８等促炎因子均有较强的趋化作
用，同时可作用于巨噬细胞、诱导其聚集于局部炎性

反应部位并引发炎性反应级联反应［９］。Ｔｒｅｇ细胞是
与Ｔｈ１７细胞功能相互拮抗的免疫细胞，可以控制免
疫应答的轻度并减轻过度免疫对机体的损伤。当感

染或者炎性反应出现时，机体的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
疫平衡被打破，ＩＬ６等可启动 ＣＤ４＋Ｔ细胞向 Ｔｈ１７
的分化，同时抑制Ｔｒｅｇ的表达，使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

疫平衡向Ｔｈ１７细胞倾斜［１０］。本次研究比较２组患
儿外周血中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疫水平的差异，发现：
观察组患儿治疗后外周血中 Ｔｈ１７细胞比例、Ｔｈ１７／
Ｔｒｅｇ比值较对照组下降，Ｔｒｅｇ细胞比例较对照组上
升，说明麻杏二陈三子汤辅助治疗可有效抑制 Ｔｈ１７
细胞的过度分泌的激活，增强 Ｔｒｅｇ细胞的炎性反应
抑制作用，可能与方中地龙所含氨基酸的增强免疫

作用直接相关。

除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免疫外，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是
决定哮喘病情的又一重要免疫机制。研究指出，哮

喘患儿多表现为Ｔｈ１细胞功能抑制剂Ｔｈ２细胞功能
亢进，导致Ｔｈ１／Ｔｈ２比例失衡即 Ｔｈ２细胞因子过度
分泌、炎性反应递质引起气道变态反应［１１１２］。ＩＬ２、
ＩＦＮγ主要由Ｔｈ１细胞分泌，可抑制ＩｇＥ细胞功能并
减轻哮喘病情；ＩＬ４、ＩＬ１０由 Ｔｈ２细胞分泌，可进一
步激活Ｂ淋巴细胞并促使嗜酸性粒细胞在局部气道
聚集，引起气道慢性炎性反应及气道高反应性［１３１４］。

本次研究比较２组患儿治疗后血清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
免疫水平的差异，发现：观察组患儿治疗后血清中

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ＦＮγ的含量较对照组患儿低，
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ＩＬ１０的含量较对照组患儿高，
说明麻杏二陈三子汤加入治疗可有效逆转 Ｔｈ１／Ｔｈ２
细胞失衡，有助于恢复患儿正常免疫功能，这也是上

文中观察组患儿整体疗效更好的重要内在机制，进

一步证实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哮喘急性发作小儿

接受麻杏二陈三子汤治疗，可大幅提升临床疗效，优

化机体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免疫功能，具有积
极的临床意义，值得在日后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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