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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小儿金翘颗粒联合西药治疗小儿急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研究。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郑州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急性扁桃体炎患儿１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措施的不同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９５例。对照组仅给予西药治疗，观察组基于对照组联合小儿金翘颗粒治疗。２组患儿均连续治疗
７ｄ。比较２组临床疗效；统计２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检测并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炎性因子和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化。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９４７％，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８９％（Ｐ＜００５）。观察组咽痛消失时间、退热时间及扁桃体缩小
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相对于治疗前显著降低（Ｐ＜００１），且观察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后２组患儿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及ＣＤ４＋／ＣＤ８＋相对于治疗前显著升高，且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ＣＤ８＋Ｔ淋巴细胞亚群比例相对于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
论：对急性扁桃体炎患儿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采取小儿金翘颗粒可明显改善其临床症状，减轻其炎性反应，同时有助于

其免疫功能的提高，疗效佳，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　小儿金翘颗粒；急性扁桃体炎；炎性因子；免疫功能；疗效；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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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是儿科临床高发于呼吸系统
的急性非特异性炎性反应疾病，可见于不同年龄段

儿童，且该病发生率高，迁延难愈，同时具有发病急、

进展快等特点，患儿多以突发高热、咽喉肿痛、吞咽

困难等为主要临床表现［１３］。目前临床尚未对小儿

急性扁桃体炎的发病机制作出明确阐述，但其发生

发展多与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等密切相

关［４］。现阶段，临床多采用常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但部分患儿疗效欠佳。中医学认为，急性扁桃体炎

归属“喉蛾风”“烂乳蛾”等范畴，而小儿脏腑娇嫩，

加之行气未充，易感外邪，进而诱发疾病。有研究提

示［５］，对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在常规西医治疗上联合

小儿金翘颗粒可明显改善其临床表现，进而加快病

情恢复。本研究主要探讨小儿金翘颗粒联合西药治

疗小儿急性扁桃体炎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
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急性扁桃体炎患儿

１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措施的不同将其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９５例。观察组中男４７例，
女４８例；年龄３～１０岁，平均年龄（６２１±１２４）岁；
病程８～４０ｈ，平均病程（２００４±３５５）ｈ；扁桃体肿
胀程度：Ⅱ度６５例，Ⅲ度２０例，Ⅳ度１０例。对照组
中男 ４８例，女 ４７例；年龄 ２～１０岁，平均年龄
（６２３±１２５）岁；病程９～４０ｈ，平均病程（２０１０±
３５１）ｈ；扁桃体肿胀程度：Ⅱ度６７例，Ⅲ度１９例，Ⅳ
度９例。２组患儿上述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纳入患儿均符合西医《口腔内
科学》［６］、中医《中医耳鼻喉科学》［７］中有关该病的

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２）免疫系
统正常者；３）依从性可，能遵医嘱配合治疗者；３）本
次发病尚未进行治疗者；４）患儿及其家属均知情同
意者。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其他呼吸道感染者；２）伴有
急性鼻窦炎等疾病者；３）心、肝、肾等其他脏器功能
障碍者；４）伴有急性咽结膜炎者；５）存在急性病毒性
咽喉炎者等。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中途退出研究者；２）临床

资料不完整者；３）对本研究有禁忌证者等。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患儿均首先给予退烧、纠正水
电解质紊乱、抗菌消炎等对症支持疗法，对照组基于

常规疗法给予注射用头孢硫脒（广州白云山天心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８０１，０５ｇ／剂）
治疗，静滴，５０ｍｇ／（ｋｇ·ｄ），２次／ｄ。观察组在对照
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小儿金翘颗粒（四川凯京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０００５６）治疗，口服，３～５岁患
儿，５ｇ／次，３次／ｄ；５～８岁患儿，７５ｇ／次，３次／ｄ，
＞８岁患儿，１０ｇ／次，３次／ｄ。２组患儿均连续治疗
７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治疗后统计２组临床疗效；２）统
计２组患儿咽痛消失时间、退热时间以及扁桃体缩
小时间等临床症状改善时间。３）采集２组患儿治疗
前后晨起空腹静脉血 ３ｍＬ，经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３ｍｉｎ分离血清后，将血液标本保存于 －４℃环境用
于待测。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等炎性因子水平；
４）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并比较 ２组患儿全血
ＣＤ４＋、ＣＤ８＋等 Ｔ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变化，并计算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评价依据《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８］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３个级别，
其中患儿服药３ｄ内临床症状明显好转，且体温恢
复正常为显效；服药３ｄ内临床症状有所改善，体温
明显降低者为有效；经过治疗患儿临床症状无任何

改善，甚者出现加重现象即为无效。总有效率＝（显
效＋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分析；
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８９４７％，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７７８９％（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例（％）］

观察组（ｎ＝９５） ６９ １６ １０ ８５（８９４７）

对照组（ｎ＝９５） ５９ １５ ２１ ７４（７７８９）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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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　观察组咽痛消失时
间、退热时间以及扁桃体缩小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且２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咽痛消失时间 退热时间 扁桃体缩小时间

观察组（ｎ＝９５）３４０±０４８ ３３２±０５３ ３５８±０６１

对照组（ｎ＝９５）４４２±０５９ ５０７±０６５ ４８９±０７２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
后２组患者血清 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相对于治疗前显
著降低（Ｐ＜００１），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ｎｇ／Ｌ）

组别 ＩＬ６ ＴＮＦα

观察组（ｎ＝９５）
　治疗前 ５２３１±６２９ ２５４２±５０９
　治疗后 ３２４４±５０３▲▲ １２８４±２９７▲▲

对照组（ｎ＝９５）
　治疗前 ５２３０±６２１ ２５４３±５１１
　治疗后 ４５６９±４５２▲▲ ２００５±３０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４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治疗后２组患儿全血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亚群比
例及ＣＤ４＋／ＣＤ８＋相对于治疗前显著升高，且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全血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
亚群比例相对于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２组患儿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ｎ＝９５）
　治疗前 ４０３７±３６９ ２８８９±３１５ １３９±０２１
　治疗后 ４８２０±２４３▲▲ ２２１２±４４１▲▲ ２１８±０３７▲▲

对照组（ｎ＝９５）
　治疗前 ４０６８±３５１ ２８８０±３０７ １４１±０２５
　治疗后 ４４６６±３５０▲▲ ２４６７±３０９▲▲ １８１±０４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　讨论
小儿急性扁桃体炎是儿童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种

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其患病率约为１５％，该病高发
于春季和冬季［９１２］。由于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发病

急，若未及时控制病情进展，则有可能导致下呼吸道

感染、急性肾炎等多种病情，进而对患儿身心健康和

家庭生命质量造成较大影响。西医通常采用抗炎抗

菌等药物进行治疗，虽可快速有效急性扁桃体炎病

情进展，但具有较高的复发率，且易产生耐药

性［１３１４］。中医理论认为［１５］，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多因

脾胃热盛、火热上攻所致。由于小儿腑脏功能娇弱，

导致其外遭风邪侵袭，同时小儿易发生乳食不知自

节，使得内受饮食所伤，加重脾胃枳热，内外受侵邪，

而冲咽喉致病。正如医书记载，咽喉者，脾胃之候，

气所上下。而脾胃火气上扬，可损其咽喉，致其肿

痛，故治疗应以清泻胃热、消肿散结等为主要治疗

原则。

小儿金翘颗粒是由金银花、连翘、葛根、柴胡、大

青叶、甘草以及山豆根等成分制成，其中方中金银花

和连翘为苦寒药，是抑菌抗炎、清热解毒之要药，葛

根、柴胡、大青叶、甘草以及山豆根共同作用可发挥

显著的解毒退热、清咽利喉功效，方中诸药合用，共

奏平肝和胃、祛风解表之功。有研究发现［１６］，在常

规西药治疗手段的基础上辅以小儿金翘颗粒可发挥

显著的益气祛风、健脾益肺、解毒利咽功效。研究结

果显示，经过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８９４７％，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８９％。说明在常规西药对症治疗
基础上加用小儿金翘颗粒可明显提高其临床有效

率。临床报道［１７１８］，扁桃体对机体免疫系统的稳定

具有重要作用，若扁桃体感染炎性反应，可造成其双

侧腭发生实质性充血进而肿胀疼痛，突发高热。本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咽痛消失时间、退热时间以及

扁桃体缩小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且２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小儿金翘颗粒有助于患儿临床症

状的改善，可能是药中金银花对溶血性链球菌等多

种致病菌具有显著抑制功效，且葛根和柴胡具有解

毒清热作用，进而利于临床症状的改善。随着小儿

急性扁桃体炎的进展，其可致机体促炎、抗炎因子水

平失衡，并造成免疫系统紊乱，而一旦出现级联免疫

反应，使得机体发生瀑布型炎性反应，可严重加剧病

情，甚者发生死亡，而早期对 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检测
有助于明确病情进展，且其水平高低同病情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１９２０］。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２组患
者ＩＬ６、ＴＮＦα水平相对于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
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同时治疗后２组患儿 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及 ＣＤ４＋／ＣＤ８＋相对于治疗前显
著升高，且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ＣＤ８＋Ｔ淋巴
细胞亚群比例相对于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提示小儿金翘颗粒对抑制机体炎性

反应，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发挥促进作用。可能是方

中诸药合用具有标本兼治功效，抵制邪气侵袭，强

壮御风，益气固表，对病情快速恢复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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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辅以小儿金

翘颗粒可明显改善急性扁桃体炎患儿临床症状，减

轻其炎性反应，同时有助于其免疫功能的提高，疗效

确切，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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