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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毒宁注射液对儿童急性喉气管炎免疫功能

及炎性反应的影响

赵　吟　邓斐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无锡，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热毒宁注射液对儿童急性喉气管炎患儿免疫功能及炎性反应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
２０１８年５月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急性喉气管炎患儿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单盲、平行对照法将患儿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５例，２组患儿均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同时使用热毒宁注射液。２组均连续治疗５ｄ。观察并统
计２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及临床疗效，检测并比较２组免疫功能、炎性因子指标变化。结果：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６００％，与对照组的７６０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观察组声音嘶鸣、犬吠样咳嗽
及吸气性呼吸困难等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缩短（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血清 ＩｇＡ、ＩｇＧ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升
高，ＩｇＥ水平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患儿血清 Ｃｙｓ
ＬＴｓ、ＥＣＰ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患儿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热毒宁注射液可显著缓解急性喉气管炎患儿临床
症状，同时对患儿机体免疫功能及炎性反应状态的调控效果较西医常规治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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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喉气管炎是临床儿科常见病，因小儿机体
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全，抵抗力较弱，因此在感染呼

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及副流感病毒等后常引起该

病的发生［１２］。目前西医临床尚无治疗小儿急性喉

气管炎的特效药物和治疗方法，使部分患儿疾病反

复发作，严重者可合并出现中毒性脑病、呼吸衰竭衰

及心力衰竭等并发症，影响患儿预后及转归［３］。中

医学认为，小儿急性喉气管炎归属“虚证”范畴，认

为患儿肺脾两虚，表卫不固，受外邪入侵所致，热毒

宁注射液是由多种药物制成的中成药制剂，抗病毒

·２６９·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４



作用显著，同时还可抗炎解热，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在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性肠炎及腮腺炎等的临床治疗

中有确切的抗炎、抗病毒作用［４５］。本研究在常规西

医药物治疗方案的基础上使用热毒宁注射液治疗小

儿急性喉气管炎，旨在探讨热毒宁注射液对患儿机

体免疫及炎性反应的影响。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来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就诊并确诊为急性喉气管

炎的患儿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单盲、平行
对照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５例。观察
组中男１６例，女９例；平均年龄（６５２±１１３）岁；平均
病程（４６３±０４２）ｄ；喉梗阻的分度：无喉梗阻２例，Ⅰ
度４例，Ⅱ度７例，Ⅲ度９例，Ⅳ度３例。对照组中男１７
例，女 ８例；平均年龄（６７５±３４６）岁；平均病程
（４７８±０５１）ｄ；喉梗阻的分度：无喉梗阻３例，Ⅰ度３
例，Ⅱ度６例，Ⅲ度９例，Ⅳ度４例。２组主要基线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
研究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第 ７
版［６］中急性喉气管炎的诊断标准进行临床诊断，患

儿均有声音嘶鸣、吸气性喉鸣及三凹征等表现，部分

合并发热，结合纤维喉镜等实验室检查确诊。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３～１２岁患
儿；发病至入院时间 ＜７ｄ；治疗前２周未服用抗病
毒药物者；对本研究中药物过敏者；患儿家属均对本

研究内容及目的知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有先天性支气管或肺发育不良、先
天性心脏病、遗传代谢性疾病、免疫缺陷、重度营养

不良者；合并呼吸衰竭及心力衰竭者；因呼吸困难行

气管切开术者；治疗过程中加用其他免疫调节类制

剂者；用药依从性差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不能按计划服药者；自愿退
出者；依从性差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儿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治疗
措施，包括退热、经验性抗生素抗感染或抗病毒药物

以及全身激素治疗等，保证患儿呼吸道通畅；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热毒宁注射液静脉点注，

０５ｍＬ／ｋｇ加入 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中，３０～４０滴／
ｍｉｎ，１次／ｄ，连续治疗５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临床症状和体征：治疗期间密切
观察２组声音嘶鸣、犬吠样咳嗽及吸气性呼吸困难
等临床症状及体征缓解时间。２）免疫功能：分别于
治疗前及治疗５ｄ后检测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Ｉｇ）

Ａ、ＩｇＭ、ＩｇＥ、ＩｇＧ水平。３）炎性反应状态：分别于治
疗前及治疗 ５ｄ后检测患儿血清半胱氨酰白三烯
（ＣｙｓＬＴｓ）、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ＥＣＰ）水平。４）
记录治疗期间患儿所出现的不良反应。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中
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７］评价疗效，

临床治愈：治疗 ５ｄ后患儿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好
转：治疗５ｄ后患儿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无效：治疗
５ｄ后患儿临床症状未见明显好转，甚至有加重趋
势。总有效率＝临床治愈率＋好转率。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采用ｔ检验；不同患儿年龄的比较，采用等级资料表
示，应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非参数检验；临床疗效以例
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治疗后２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临床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ｎ＝２５）１２（４８００）１２（４８００）１（４００） ２４（９６００）

对照组（ｎ＝２５）８（３３９２） １１（４４００）６（２４００） １９（７６０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声音嘶鸣、犬吠样咳嗽及吸气性呼吸困难等

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缩短（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见
表２。

表２　２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声音嘶鸣 犬吠样咳嗽 吸气性呼吸困难

观察组（ｎ＝２５）２７５±１４６ ９３５±０５１ ３５３±１８４

对照组（ｎ＝２５）６５１±１８５ １４７４±０５４ ５５９±１４５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 ２
组血清ＩｇＡ、ＩｇＧ水平均升高，ＩｇＥ水平降低（Ｐ＜００５
或Ｐ＜００１），且观察组体液免疫功能指标改善情况
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３。
２４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
后２组血清ＣｙｓＬＴｓ、ＥＣＰ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明
显的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见表４。
２５　安全性　２组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
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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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ｇＡ（ｇ／Ｌ） ＩｇＭ（ｇ／Ｌ） ＩｇＥ（×１０３ＩＵ／Ｌ） ＩｇＧ（ｇ／Ｌ）

观察组（ｎ＝２５）
　治疗前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９４±０３６ １５８４１±５８２５ ５２５±２９６
　治疗后 ０５６±０１９△△ ０９５±０３７ １１６１２±３０５２△ ７９１±２５１△△

对照组（ｎ＝２５）
　治疗前 ０２５±００４ ０９５±０４１ １６０１５±５８０６ ５１８±２０１
　治疗后 ０３８±００６ ０９４±０２８ １３３３５±２０３１ ６５５±２２１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２组治疗前后血清炎性反应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ｙｓＬＴｓ（ｐｇ／Ｌ） ＥＣＰ（ｎｇ／ｍＬ）

观察组（ｎ＝２５）
　治疗前 ５０４５±６８５ ２３５９±３７４
　治疗后 ３２３６±６０６△△ １３５２±４５９△△

对照组（ｎ＝２５）
　治疗前 ５１３５±７１３ ２２４９±３６７
　治疗后 ４３２３±３７５ １９６８±４０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急性喉气管炎发病机制复杂，是上、下呼吸道发

生的一种急性弥漫性炎性反应，多继发于患儿流行

性感冒及麻疹后，由于患儿呼吸道黏膜完整性遭到

破坏，通透性增加，导致大量稠厚状分泌物生成，气

道反应性增高，以喉部及声门下的水肿、气管与支气

管内的渗出物增多等为临床特征［８９］。由于小儿喉

腔柔嫩、狭小，组织疏松，以及血管、淋巴管丰富，喉

软骨发育不完善，因此相较于成年人来说小儿更容

易发生喉梗阻，因此病情严重者须气管切开。目前

临床以抗生素、抗病毒类西药控制感染，同时辅以抗

炎、减轻黏膜水肿等对症治疗，然而临床治疗中仍有

部分患儿疾病反复发作，同时抗生素导致耐药的现

象较为普遍，因此探寻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临床

亟待解决的难题。

小儿急性喉气管炎属于中医学“肺炎喘嗽”范

畴，肺气郁闭为本病的病机，痰热为主要病理产物；

小儿形气未充，卫外不固，肺脏娇嫩，易感受风邪，邪

犯肺卫，致肺气郁闭，邪郁化热，灼津炼液成痰，致肺

失宣肃而出现肺气闭塞的证候，发为肺炎喘嗽，在治

疗上应以清热、宣肺、化痰为主［１０１２］。热毒宁注射

液可修复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致微绒毛损伤，调

节水、电解质平衡，并且具有显著的抗病毒作用，方

中栀子清热、解毒、泻火，金银花清解血毒、宣散风

热；青蒿清热解表、散郁祛湿［１３］。张智敏［１４］应用热

毒宁联合穴位贴敷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临

床症状迅速得以缓解，肺功能及免疫功能均得到显

著改善。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声音嘶鸣、犬

吠样咳嗽及吸气性呼吸困难等症状消失的时间均较

对照组明显缩短，表明热毒宁注射液对于急性喉气

管炎患儿临床症状的缓解效果显著，中西医联合的

治疗模式更有助于提升患儿的整体疗效。

小儿急性喉气管炎早期以病毒损伤为主，晚期

以免疫变态损伤为主，早期病毒感染后可激活机体

炎性反应，致使大量炎性因子释放入血，同时半胱氨

酰白三烯等可诱发平滑肌痉挛，导致各种临床症状

的出现［１５１６］。研究显示［１７］，急性喉气管炎患儿通常

可因病毒感染导致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另外患

儿自身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可造成患儿免疫力低

下，最终导致病情加重。热毒宁注射液中的栀子具

有抑制病毒增殖、阻止病毒吸附细胞及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的功效，且药效强于黄连、黄芩；金银花具有

抗炎及解热、抗病毒、广谱抗菌及促进炎性细胞吞噬

等免疫调控作用；青蒿挥发油通过降低中性粒细胞

比例、提高体液免疫水平，发挥抗炎机制，可抑制毛

细支气管黏膜腺体异常分泌，同时可调节内分泌及

自主神经功能［１８１９］。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直接与

患儿的免疫功能相关，ＩｇＧ、ＩｇＭ参与抗感染过程，起
到防御作用，ＩｇＡ参与呼吸道黏膜抵抗过程［２０］。本

研究结果中，治疗后观察组对患儿免疫功能的调控

作用优于对照组，同时更有效地降低了血清 Ｃｙｓ
ＬＴｓ、ＥＣＰ水平，这提示了热毒宁注射液可显著改善
患儿免疫功能，降低患儿的血清白三烯类物质的释

放，增强Ｔｈ１介导的细胞免疫、抑制 Ｔｈ２的过度激
活、纠正Ｔｈ１／Ｔｈ２失衡，减轻对气道黏膜的损伤，加
速患儿预后及转归。

综上所述，热毒宁注射液可显著缓解急性喉气

管炎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患儿免疫功能，并降低炎性

因子水平，临床疗效较常规治疗疗效显著。但由于

本研究随访时间短，未观察其长期应用效果，因此尚

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其治疗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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