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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疗效及对患者炎性反应递质和肺功
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哮喘急性发作患者８４例，依据随机对照
试验（单盲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２例。观察组采用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对照组单纯采用布
地奈德气雾剂治疗。２组疗程均为７ｄ。比较２组疗效，主要症状体征评分、炎性反应递质及肺功能变化。结果：观察组总
有效率（９２８６％）高于对照组（６９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咯痰、喘息、咳嗽、哮鸣音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免疫球蛋白Ｅ（ＩｇＥ）水平低于对照组而干扰素
γ（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用力肺活量、呼气峰流量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疗效显著，
且可改善患者炎性反应递质和肺功能。

关键词　喘可治注射液；布地奈德气雾剂；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疗效；症状体征评分；炎性反应递质；肺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ｕａｎｋｅｚｈｉ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ｔｔａｃｋ

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ｈｕＪｉａｎｊｕｎ１，ＺｈａｎｇＹｕａｎｊｕｎ１，Ｚｈ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１，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Ｚｉｙａｎｇ，Ｚｉｙ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ｉｙａｎｇ６４１３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ｕｚｈｏｕ６４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ｕａｎｋｅｚｈｉ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
ａｔｔａｃｋ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ｔｔａｃｋ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Ｚｉｙａｎｇ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ｈｕａｎｋｅｚｈｉ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ｎ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７ｄａｙｓ．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ｓｃｏｒ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２８６％）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９０５％）（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ｈｌｅｇｍ，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ｃｏｕｇｈ，ｗｈｅｅｚ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ＩＬ４）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Ｉｇ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ＩＦＮγ）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ｏｎｅｓｅｃｏｎｄ（ＦＥＣ１）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ｃｅｄｖｉｔ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ａｋ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ｌｏｗ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ｔｔａｃｋｏｆ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ｗｉｔｈＣｈｕａｎｋｅｚｈｉ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ｉｓ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ｕａｎｋｅｚｈｉ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ｄｅｓｏｎｉｄｅａｅｒｏｓｏｌ；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ａｓｔｈｍａ；Ａｃｕｔｅ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
ｓｉｇｎｓｓｃｏｒ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２；Ｒ５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２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主要是一种慢性气道炎
性疾病，其临床特征为气流受限可逆性，其临床表现

主要为咳嗽、胸闷、喘息等［１］。近年来哮喘发病率呈

不断上升趋势，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全世界成人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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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率为１２％～２５５％［２］。哮喘具有反复发作、缠

绵难愈特点，严重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且给社会和家

庭带来沉重负担［３］。哮喘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十分清

楚，临床上主要从炎性反应递质、炎性细胞、免疫机

制、神经调节机制及遗传因素等进行探讨，但其效果

十分理想［４］。随着近年来中医药的不断研究进展，

用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取得良好疗效，且不良反

应少［５６］。因此，本研究探讨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

奈德气雾剂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疗效及对

患者炎性反应递质和肺功能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哮喘急性发作患者８４
例，依据随机对照试验（单盲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４２例。对照组中男２４例，女１８例，年龄１８
～５８岁、平均年龄（３８４９±４１５）岁，病情程度：轻
度１７例、中度１５例、重度１０例；观察组中男２３例，
女１９例，年龄１９～６０岁、平均年龄（３９５６±４３６）
岁，病情程度：轻度１８例、中度１５例、重度９例。２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依据《支气管哮喘
防治指南）》中关于哮喘诊断标准［７］：１）支气管激发
试验阳性或支气管运动激发试验阳性；２）呼气流量
峰值（ＰＥＦ）日内（或２周）变异率≥２０％；３）支气管
舒张试验阳性试验第１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增
加≥１２％。具备以上至少１项诊断为哮喘。

中医诊断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试行）》中相关诊断标准［８］：属肾虚挟痰证，临床

证候可见喘促日久、反复发作、畏寒、汗多、腰酸肢

软、发时喘促气短、动则加重，咳嗽、喉有痰鸣，痰白

清稀不畅，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患者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２）患
者年龄１８～６０岁；３）纳入患者均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４）纳入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患者处于哮喘缓解期；２）哺乳期
或者妊娠期妇女；３）精神疾病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不配合治疗者，治疗依从
性差者；２）中途退出治疗者，未完成治疗者；３）资料
不全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者均于入院后采用常规治
疗，包括化痰止咳、解痉、抗感染、支气管扩张等。对

照组：给予布地奈德气雾剂（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１０４７３２８），２ｍＬ／ｄ，１次／ｄ，雾化吸入，

１５ｍｉｎ／次，２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喘
可治注射液（广州健心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１０１７２），４ｍＬ／ｄ，２次／ｄ，肌内注射。２组疗程均
为７ｄ。
１７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体征
评分变化，包括咯痰、喘息、咳嗽、哮鸣音。１）咯痰：
以无为０分，以患者白天间断咳为１分，以患者白天
咳嗽且夜里偶咳为２分，以患者昼夜频繁咳为３分；
２）喘息：以无为０分，以患者偶发但不影响活动或睡
眠为１分，以患者喘息日夜可见但尚能坚持工作为２
分，以患者喘息不能平卧且影响活动和睡眠为３分；
３）咳嗽：以无为０分，以患者白天间断咳为１分，以
患者白天咳嗽且夜里偶咳为２分，以患者昼夜频繁
咳为３分；４）哮鸣音：以无为０分，以患者偶闻为１
分，以患者散在为２分，以患者满布为３分。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炎性反应递质变化，包括白
细胞介素４（ＩＬ４）、免疫球蛋白 Ｅ（ＩｇＥ）、干扰素γ
（ＩＦＮγ），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３ｍＬ外周静脉血，以
离心半径１５ｃｍ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
血浆，于２４ｈ内测定。

观察２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包括ＦＥＶ１占预
计值、用力肺活量、呼气峰流量。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１）临床控制：患者哮喘症状完
全缓解，以及患者 ＦＥＶ１增值≥３５％；２）显效：患者
哮喘症状明显减轻，以及患者ＦＥＶ１增值２５％～３５％
（不包括３５％）；３）有效：患者哮喘症状减轻，以及患
者ＦＥＶ１增值１５％～２５％（不包括２５％）；４）无效：患
者哮喘症状无改善，以及患者ＦＥＶ１增值＜１５％

［８］。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２８６％）高
于对照组（６９０５％）（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疗效比较

组别
临床控制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
观察组（ｎ＝４２） １０ １８ １１ ３ ９２８６
对照组（ｎ＝４２） ４ １３ １２ １３ ６９０５

χ２ ７７２１
Ｐ ＜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主要症状体征评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咯
痰、喘息、咳嗽、哮鸣音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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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咯痰、喘息、咳嗽、哮鸣音评
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组咯痰、喘息、咳嗽、哮鸣音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炎性反应递质比较　治疗前，２组 ＩＬ４、
ＩｇＥ、ＩＦＮγ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ＩＬ４、ＩｇＥ水平降低而 ＩＦＮγ水
平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ＩＬ４、ＩｇＥ水平低于对照组而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肺功能比较　治疗前，２组 ＦＥＶ１占预计
值、用力肺活量、呼气峰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 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用力肺
活量、呼气峰流量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ＦＥＶ１占预计值、用力肺活
量、呼气峰流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论

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两肺出现散在、弥漫分布

的呼气相哮鸣音，且呼气相延长，吸气相和呼气相有

干罗音，甚至表现为静止肺，呼吸音低下、哮鸣音消

失，容易产生呼吸骤停［９１０］。布地奈德气雾剂是一

种糖皮质激素，具有抑制支气管痉挛、抗炎作用，改

善肺功能，且能够抑制炎性反应递质释放、炎性细胞

趋化，降低气道高反应［１１１２］。

中医认为哮喘属“喘证”“哮病”等范畴，急性发

作时主要表现为咳嗽、气促、胸闷、咳痰、喘息及喉中

哮鸣有声等症状。中医理论认为疾病病因为痰伏于

肺，遇感引触，痰随气生，气因痰阻，壅塞气道，肺失

宣降，而造成痰鸣如吼，气息喘粗。哮喘病位在肺，

可分为２个阶段，分别为发作期和缓解期［１３１４］。《素

问·太阴阳明论》曰：“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则入

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脏。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

为喘呼”。隋·巢元方曰：“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

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

息不通”。本研究认为哮喘急性发作属本虚标实，其

中肾虚为本，痰浊为标，认为肺失宣降、复感客邪、痰

浊雍肺。应以标本同治和虚实兼顾为主。因此，临

床因以温阳补肾、平喘止咳为治疗法则。本研究应

用喘可治注射液是一种中成药，组成主要包括

表２　２组主要症状体征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咯痰 喘息 咳嗽 哮鸣音

对照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１９４±０４７ １８９±０４５ ２０１±０４６ １７４±０３７
　治疗后 ０８７±０１９ ０９１±０１３ ０９４±０２１ ０８３±０１４

观察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１９３±０４０ １８３±０３８ ２０５±０４７ １７８±０３９
　治疗后 ０４１±０１３△ ０３７±００８△ ０４９±０１２△ ０４５±０１０△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炎性反应递质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ｇＥ（×１０３ＩＵ／Ｌ）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对照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３２５６１±３２４６ ４６０１５±４０３６ ３７１２±４７２
　治疗后 ２５４７０±２４３５ ３１８４５±３２１５ ５１４３±５１４

观察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３２９４７±３４１５ ４５８９７±４５３１ ３６４８±４５８
　治疗后 １７６５９±１７６４△ ２０９３９±２４１７△ ６３１５±５７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肺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Ｖ１占预计值（％） 用力肺活量（Ｌ） 呼气峰流量（Ｌ）

对照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５４０３±３１８ ２１０±０３０ ７０２８±４１７
　治疗后 ６１０８±２８７ ２７８±０４２ ８２１３±３２８

观察组（ｎ＝４２）
　治疗前 ５３８７±３２５ ２１３±０３５ ６９３７±４３８
　治疗后 ６６１３±４１７△ ３５６±０６７△ ９１０５±３７６△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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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巴戟天，具有温阳补肾、平喘止咳功效。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喘可治注射液具有抗炎、抗过敏、

平喘、止咳、抑菌及调节免疫等作用，且可促进下丘

脑皮质肾上腺皮质激素，改善患者免疫［１５］。方佳

等［１６］研究证实，纳入的９１例支气管急性发作期患
者，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

合喘可治注射液治疗，发现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

９７８％高于对照组７５６％，且治疗后肺功能明显改
善。本研究结果表明，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

气雾剂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单用布地奈德气雾剂治

疗，且可明显改善肺功能，与上述文献报道基本一

致。但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对炎性反应

递质的研究，旨在为其作用机制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哮喘主要由多种细胞因子、炎性反应递质、炎性

细胞、免疫细胞参与的呼吸道慢性炎性反应为特征

的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而其中炎性反应递质网络

失衡在哮喘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ＩＬ４、ＩｇＥ、ＩＦＮγ
均有重要免疫调节作用的炎性反应递质。ＩＬ４是重
要的一种炎性反应递质，当抗原进入体内作用于 Ｔ
淋巴细胞时，Ｔｈ２细胞释放的 ＩＬ４能够与 Ｂ细胞表
面的ＩＬ４受体结合，从而促进Ｂ细胞增殖、生长，ＩＬ
４是ＩｇＥ合成必不可少的一种因子［１７］。哮喘主要由

ＩｇＥ介导的一种Ⅰ型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引起过敏
反应的一种主要抗体，且在哮喘发病中具有重要作

用。ＩｇＥ分泌后粘附于肥大细胞上，使得组胺释放，
且可使分泌增多、黏膜水肿、微血管渗漏、支气管平

滑肌痉挛，使支气管狭窄造成哮喘的急性发作［１８］。

ＩＦＮγ是重要的抑炎因子，且为 Ｔｈ１亚群的一种特
征性细胞因子，同时也为抑制哮喘发病的细胞因

子［１９２０］。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后 ＩＬ４、ＩｇＥ
水平低于对照组而 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照组，说明喘
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可降低 ＩＬ４、ＩｇＥ
水平及增加ＩＦＮγ水平。

综上所述，喘可治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

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疗效显著，且可改善

患者炎性反应递质和肺功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但本研究存在观察样本量较少、观察时间较短及观

察指标较少不足，因此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增加样本

量、延长观察时间及增加观察指标深入研究，提供可

靠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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