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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及对呼吸力学状态的影响研究

黎晓莉　何亦龙　杨熙芮　唐　燕
（四川省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广元，６２８０１７）

摘要　目的：研究平喘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对呼吸力学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４５例。对照组进行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平喘止咳汤。观察２组的临床治疗效果
（临床总有效率、中医证候积分及肺功能参数），评估２组的呼吸力学状态（呼吸阻抗、胸肺顺应性）变化情况。结果：观察
组的临床总有效率（８６６７％及９５５６％）显著高于对照组（６４４４％及８０００％）（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中医证候积分
及呼吸阻抗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胸肺顺应性及肺功能参数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平喘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
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且对呼吸力学状态改善作用积极，因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关键词　平喘止咳汤；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应用效果；呼吸力学状态；中医证候积分；肺功能参数；呼吸阻抗；胸肺顺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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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阻肺是临床常见呼吸科疾病，患者在急性发
作期的呼吸系统表现进一步加重，具体表现为咳嗽、

气喘喘息加重，痰量增多，乃至全身症状体征，因此

对本类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上述表现的控制是重

点［１２］。另外，本类患者的呼吸力学状态也相对较

差，表现为呼吸阻抗的升高与胸肺顺应性的降低，因

此对急性发作期患者进行上述方面的调控也是治疗

的评估方面［３］。近年来以中医治疗慢阻肺的研究多

见，其中平喘止咳汤作为在呼吸道疾病中应用较好

的一类药物，用于慢阻肺急性发作期的效果可见，但

对呼吸力学状态的直观影响少见［４］。本研究就平喘

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对

呼吸力学状态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
医院诊治的９０例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作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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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４５例。对照
组中男２４例，女 ２１例，年龄 ４５～７４岁，平均年龄
（６４６±７７）岁，病程 ２０～２４０年，平均病程
（９６±２３）年，ＧＯＬＤ分级：１级者１１例，２级者２０
例，３级者１４例。观察组中男２６例，女１９例，年龄
４３～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４８±７６）岁，病程 １８～
２３９年，平均病程（９８±２２）年，ＧＯＬＤ分级：１级
者１０例，２级者２１例，３级者１４例。２组慢阻肺急
性发作期患者的上述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学委员会批准通过（伦理审批号：２０１７００２８３）。
１２　诊断标准　患者久咳喘哮，迁延失治，痰浊潴
留，肺失宣肃，日久导致肺虚，而肺虚卫外不固，导致

机体易感外邪，进而诱使咳喘反复发作。

１３　纳入标准　年龄≤７５岁者；符合上述慢阻肺
急性发作的中医诊断标准；患者对研究知情同意者。

１４　排除标准　合并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者；合并
机体感染者；恶性肿瘤患者；合并心脑肾肺等部位

疾病者；精神病史者；认知障碍者；妊娠期或哺乳

期者。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慢阻肺急性发作期常
规西医治疗，主要为进行氧疗、支气管扩张、糖皮质

激素及抗菌药物等治疗，另进行其他对症治疗。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平喘止咳汤，西医治疗方

案与对照组相同，平喘止咳汤组方：桔梗、紫菀、橘红

及百部各１５ｇ，苏子、莱菔子及白芥子各１２ｇ，麻黄、
射干及白前各１０ｄ，炙甘草８ｇ，水煎服，每日１剂，
煎至２００ｍＬ，分２次服用。２组均以４周为１个疗
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
１６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的临床治疗效果（临床总
有效率、中医证候积分及肺功能参数），评估２组的
呼吸力学状态（呼吸阻抗、胸肺顺应性）变化情况。

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１个疗程、２个疗程各检测１次呼
吸阻抗、胸肺顺应性及肺功能参数，呼吸阻抗指标为

Ｒ５、Ｒ２０及Ｆｒｅｓ，胸肺顺应性指标为Ｃｌ、Ｃｔ及 Ｃｔｈ，肺
功能参数包括 ＭＶＶ、ＦＥＶ１０及 ＶＣ，上述三大方面

的检测分别采用脉冲振荡法及全自动肺功能测试

仪。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检测，然后分别统计２组
的检测数据，并进行比较。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１）疗效判定标准：慢阻肺急性
发作期的咳嗽、咳痰、气喘等证候消失，肺部哮鸣音

也消失为显效，慢阻肺急性发作期的咳嗽、咳痰、气

喘等证候明显改善，肺部哮鸣音也有所减轻为有效，

慢阻肺急性发作期的咳嗽、咳痰、气喘等证候及肺部

哮鸣音无改善或加重为无效［５］。临床总有效率 ＝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２）中医
证候积分：评分方面包括咳嗽、咳痰及气喘，每个方

面的积分范围为０～３分，０分为无表现，１分为轻
度，２分为中度，３分为重度［６］。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ｔ检验处理，计数资料以χ２检
验处理，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的临床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
疗前２组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中医证候积分均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肺功能参数比较　治疗
前２组的肺功能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肺功能参数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呼吸阻抗比较　治疗前２
组的呼吸阻抗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观察组的呼吸阻抗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胸肺顺应性比较　治疗
前２组的胸肺顺应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胸肺顺应性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７（１５５６） ２２（４８８９） １６（３５５６） ２９（６４４４）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１０（２２２２） ２６（５７７８） ９（２０００） ３６（８０００）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１２（２６６７） ２７（６０００） ６（１３３３） ３９（８６６７）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１５（３３３３） ２８（６２２２） ２（４４４） ４３（９５５６）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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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咳嗽 咳痰 气喘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２３２±０３５ ２２７±０４５ ２４１±０３５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１３７±０２０△ １３７±０２７△ １４０±０２７△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０９５±０１３△ ０８４±００８△ １０２±０２０△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２３４±０３３ ２３０±０４３ ２４３±０３６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０９８±０１５△ １０２±０１７△ １１０±０２２△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０６５±０１０△ ０５０±００５△ ０８４±０１５△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肺功能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ＭＶＶ（％） ＦＥＶ１０（％） ＶＣ（Ｌ）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４２２６±３５３ ４１５２±３５３ １６３±０１６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５０１０±４５３△ ４３９８±４１３△ １８７±０１８△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５６８６±５０３△ ４５２３±４２６△ ２４５±０２１△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４２３０±３４９ ４１４８±３５７ １６２±０１５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５７２３±４９５△ ４６７２±４３８△ ２４６±０２０△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６１９８±５１０△ ５０２４±４４６△ ２７５±０２３△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呼吸阻抗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Ｒ５［ｋＰａ／（Ｌ·ｓ）］ Ｒ２０［ｋＰａ／（Ｌ·ｓ）］ Ｆｒｅｓ（Ｈｚ）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０５３±０１０ ０３５±００６ ２４２５±２７６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０５０±００９ ０３３±００５△ １９８９±２５４△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０４６±００６△ ０３１±００４△ １７９７±２２６△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０５４±０１１ ０３６±００７ ２４３０±２８０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０４５±００７△ ０２８±００４△ １６０２±２２１△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０４１±００５△ ０２６±００３△ １５６３±１８７△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胸肺顺应性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ｌ（ｍｌ／ｋＰａ） Ｃｔ（ｍｌ／ｋＰａ） Ｃｔｈ（ｍｌ／ｋＰａ）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５１９８７±４１２６ ３１８９８±２５２６ ５８６４５±５２２３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５８７６７±４１８７△ ３３０８４±２６５０△ ６３２６２±５８４５△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６３２７２±４２０５△ ３５２６２±２６９８△ ６９９７３±６０８７△

观察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５２００２±４０９８ ３１９１２±２５４０ ５８８７８±５３１０
　治疗后１个疗程 ６８７９７±４２８０△ ３７８６１±２７１６△ ７２０７６±６１５９△

　治疗后２个疗程 ７３５６５±４３６７△ ３９０４６±２８７５△ ７８２５３±６２６３△

　　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的咳嗽、咳痰、气喘等证

候消失进一步加重，且患者的肺部哮鸣音表现明显，

同时本类患者的肺功能状态相对进一步变差，且呼

吸力学状态中的呼吸阻抗升高及胸肺顺应性降低，

因此对患者的危害突出，表现为氧供方面的异常，机

体氧代谢也十分异常［７８］。其中呼吸阻抗升高导致

患者的肺通气状态密切相关，呼吸阻抗的升高说明

肺部的气道阻塞情况明显，气体交换受到影响，不利

于氧气的摄入［９１０］；而胸肺顺应性的降低则说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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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气道阻力提升、膈肌下移及肺部弹性受损，因此

表现出顺应性的降低，而在慢阻肺的机型发作期，上

述表现，尤其是肺部弹性状态受损更为严重，阻力进

一步提升，因此胸肺顺应性更大幅度地降低［１１１２］。

中医认为，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咳、痰、喘、炎

明显，属咳嗽之分证，皮毛先受邪气，而皮毛肺之合

也，邪气从其合也，再者寒食入胃，沿肺脉上至肺，则

表现为肺寒外内合邪，则为肺咳。对本病的治疗中，

中医治疗本病的研究不断增多。而平喘止咳汤作为

镇咳平喘的有效中药之一，其在慢阻肺患者，包括急

性发作期的应用研究可见。方中桔梗具有宣肺利咽

及祛痰的功效，紫菀则具有温肺下气及止咳消痰的

功效，橘红在燥湿化痰方面有较好的作用，百部则在

止咳化痰、温润肺气及散热解表方面具有较好功效，

苏子可有效降气消痰，止咳平喘，莱菔子则具有降气

化痰的功效，白芥子则可利气豁痰，辛温入肺，麻黄

可有效宣肺平喘及利水消肿，对宣降肺气的作用较

好，射干对痰涎壅盛，咳嗽气喘等症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而白前则可泻肺降气，下痰止嗽，炙甘草具有抗

炎的功效［１３１４］。上述诸药合用，可起到有效地燥湿

化痰及祛邪而不伤肺阴的作用，对于咳嗽、咳痰、气

喘等证候均有较好的改善作用，因此临床作用较

好［１５］。

本研究就平喘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及对呼吸力学状态的影响进行研究的

结果显示，在常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平喘止咳

汤治疗的患者，其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更高，

同时治疗后的中医证候积分及呼吸阻抗明显降低，

而胸肺顺应性及肺功能参数显著升高，说明平喘止

咳汤对本类患者急性期的缓解作用较好，对患者的

呼吸道阻力与胸肺顺应性均实现了有效的改善作

用，因此患者的肺功能状态显著改善，患者的各项证

候也随之改善，满足了患者的氧供需求，改善了患者

的氧代谢状态［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平喘止咳汤在慢阻肺急性

发作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且对呼吸力学状态

改善作用积极，因此在慢阻肺急性发作期患者中的

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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