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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 的 ：
观察银翘清毒方 治疗 儿童普通型 手足 口病 的临床疗 效 。 方法 ： 将 例 患 儿随机分为 对照

组和观察组
，
各 例 。 对 照组给予利 巴 书 林 ，

观察组采用银翘清毒方 。 观察 组患者临床症状 、 体征改善情

况 。 结果 ： 总有效率观察组 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观察组体温正

常时 间 、 口腔 溃疡愈合时 间 、 进食时 间及住院 时间 均 少 于对照组 ，
组比较

，
差异均 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

结论 ： 银翘清毒方 治疗儿童普通型手足 口病疗 效显著 ，
值得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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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 □病 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
大部分患 起 的肠道病毒 ； ②肠道病毒 、

儿为普通型 ，
以发热和手 、 足 、

□ 腔等部位的斑丘疹 等 特异性核酸检测阳性 。 中医普通型 脾肺湿热证 辨

或疱疹 为主要特征 ，
可伴有咳嗽 、 流涕 、 流涎 、 恶 证标准 手 、 足、 口等部位 出现丘疹 、 疱疹 ，

发热

心 、
呕吐 、 食欲不振

，
腹泻 、 便溏等

，
多在 周 内 或无发热

，
倦怠

，
流涎

，
咽痛

， 纳差 ，
便秘 ，

舌质淡

痊愈 ，
预后良好 。 因近年来多 次流行 ， 部分患儿转为 红或红 、 苔腻 ， 脉数 ， 指纹红紫。

重症 ， 导致患儿死亡 ， 引起家长对该病的 恐慌 ； 由于 纳入标准 ①符合普通型 诊断标准 ， 均

患儿 □腔皮疹 ， 进食疼痛 ，
导致患儿哭闹不安 ， 故家 为确诊病例 ； ②符合脾肺湿热证辨证者 ； ③发病时间

长高度关注 ， 就诊率高 。 因此采取积极的 防治措施 ， 小于 ④年龄 岁 ； ⑤取得患儿家 厲知情同

减轻症状 、 缩短病程是普通型 治疗的主要 目 意 。

的 。 现代 医学 目 前 尚无特异性治疗药物 ，
而 中医 药 排除标准 ①伴有脑膜炎 、 心肌炎 、 肺水肿及

在治疗 方面有一定优势 。 笔者 自拟银翘清 脑炎等严重并发症重型 患儿 ； ②合并有严重

毒方治疗儿童普通型 取得 了 较好疗效 ，
报道 肝 、 肾功能障碍及心 、 肺功 能异常者 ； ③病程超过

如下 。 者。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来源于 年 年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 《手足 口病诊疗指南 舟 山市中医骨伤联合医院儿科和余杭市中医院 ， 采用

年版 》 普通型表现 为 ： 急性起病
，
发热 ，

随机方法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 ， 各 例 。 对照组男

口腔黏膜 出现散在疱疹 ，
手 、 足和臀部出 现斑丘疹 、 例

，
女 例

； 年龄 ± 岁 ； 病程 土

疱疹 ， 疱疹周 围可有炎性红晕 ， 疱 内液体较少 。 可伴 体温 ± 。 观察组男 例 ， 女

有咳嗽 、 流涕 、 食欲不振等症状 。 部分病例仅表现为 例 ； 年 龄 ± 岁 ； 病 程 ± 体 温

皮疹或疱疹性咽 峡炎 。 部 分病例皮疹表现不典型 ， （
± 。 组患儿性别 、 年龄 、 病程 、 发热

如 ： 单
一

部位或仅表现为斑丘疹。 确诊病例 ： ①分离 程 度 等经 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 无 显著性意 义

出肠道病毒 ， 并鉴定为 、 或其他可引 ，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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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 表 组治疗后症状 、 体征改善比较

组均给予相 同的对症 处理 ’
酌情使用退热药和

另
丨 口練絲 聽

抗生素 。 禁用剌激性药物和食物 。

对照 组 ± ± ± ± ±

“私 口々 士 、 ⋯ 川 」 、

观察组 口 土 。 」』 ！ 。 ± ± ± ①

对照组 采用利巴韦林静脉滴注 ’

与 对照组 比较
，

加入 葡萄糖溶液 中
，
每天 次

，
连续用

药 天 。

组转 为 重 型例数及不 良反应情况 对照组和

观察组 给予银翘清毒方 ，
药物组成 ： 金银花 观察组分别有 例和 例 转为重型

，
均积极救治后

连翘 ， 广藿香 ，
薏苡仁 康复出院

，
无死亡病例 。 组均 未见其他 明显不良反

佩兰
，
牛蒡子 板蓝根

应 。

，

淡竹叶 ，
芦根 苍术

，
甘草 讨论

。 常 规煎 煮 次 ， 取 。 岁 以 下者 ， 以
主要 由 、 等病毒 引起 ，

通

分多 次 □ 服 ，
岁 以上患儿有 □ 腔 皮疫者 ，

出肖化道 、 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 ，
近年 以

另 以 激 口
， 每天 剂

，
天 为 疗程。

感 染为主 的 在国 内 多省 大规模 流行
，

者可以连续进行下 疗程 。

重症 患儿数量有增 多 趋势 ， 给社会和 家庭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

观察指标 每天监测生命体征 ，
观察精神 、 ；

、冶疗药物 ，

丨 床治疗 多 以广谱抗病毒为 主 ，
配合对

动状况以及用药后体温恢复正常时间 、 进食时间 、
口

支胃用药 。

、 、 、

腔溃疼愈合时间 、 皮疫消退时间 ； 记录治疗过程中 转

为重型例数 ，
记录患儿住院时间 。

心为 ■■热 ■时

统计学方 法 采用 统计学软件进行
毒 。 儿肺脏漏 ， 膜理疏松 ； 脾常不足 ， 易受损

、

丄■■ 次 、
丨

、
丨 、主■

一

、
■

！ 册达
伤 。 时疫之邪经 口鼻而入

，
首先犯肺 ，

卫表被遏 ， 肺

气失宣 ， 出现流涕 、 咳嗽等症状 ； 脾气失健
，

胃失和

降 ，
则纳呆 、 恶心 、 呕吐

， 或泄丨写 ； 肺脾受损
，

水湿

在
、

丁
、八邮广油⑶、

，
与 时行邪毒相搏 ， 熏灼 口 腔则 口 咽部 发生痕

疗 效标准 参考 《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⑷
。

±

工
、 、

疫
，
甚或破德疼痛 、 流 延拒食

；
湿热‘蒸肌肤则发为

痕氣 咽喉为 胃之 门户 ，
湿热熏蒸上炎于 口

， 则发 □

干 无渗

；

咽喉疱疹或溃疡 。 因 此治疗上应采用 宣肺运
〒’ 无效

脾 、 解毒利湿之 法 。 银翅清毒方 中 以金银花甘寒芳
变

，
疱疹较前可略有减少 。

香 ， 清热解毒 ， 辟秽祛浊 ， 连翘苦寒 ， 清热解毒 ， 轻
床疗 效 比较 总有 率 察 且

宣透表 ； 苍术芳燥能化湿 ， 辛苦则开散 ， 外解风湿之
‘
对 ‘

’
组 较 ’

差异有 性
邪 ， 内化湿油之郁 ， 善运脾胃 ， 驀该仁甘淡 ，

健脾利

湿
， 广藿香芳香化湿醒脾

，
佩兰解署化湿 ， 辟秽和

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中 ，
共 为运脾化湿而设 ； 板蓝根清热解毒

，
配金银

组 别 托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 有效 花 、 连翘 以散疫毒 ； 牛蒡子助金银花 、 连翘疏散风

对照 组 热 、 清热解毒透疹 ， 又能宣肺利咽散肿 ； 淡竹叶去烦

——

山

热
，
利小便

，
使湿热从小便解

，
芦根清热生津止喝 ，

与对照组比较 ， ①
甘草 目 热解母 ，

调和诸药 。

组治疗后症状 、 体征改善比较 见表 。 观察 本组资料显示 ，
与西医常规治疗比较 ，

采用银翘

组体温正常 时间 、 皮疹消退时间 、
口 腔渍疡愈合时 清毒方治疗组患儿体温正常时间 、 口 腔溃疡愈合时

间 、 进食时间及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
组 比较

， 间 、 皮疹消退时间 、 进食时间及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组
，
总有效率达 ， 优于对照组 ；

重型病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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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无 明显不良反应 ，
因此值得推广使用 。

【 陶红 ， 林庆锋 ， 张韬 ， 等 治疗 手足 口 病 中 药 的灰关联

分析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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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 的 ： 观察清热化痰汤治 疗痰热 闭 肺型 小儿肺炎 的临床疗 效。 方法 ： 将 例 患儿随机分为 组

各 例 。 对照组静脉滴注菌必治和病毒吐 ；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 用 清热化痰汤 口 服 ， 疗程均 为 天 。

结果 ： 治愈率治疗组 ， 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弄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 总有效率治疗 组

对照组
，
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 治疗后 组临床证候积分均 明显降低 ， 与

治疗 前比较 ，
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 （ 。 治疗后 治 疗组积分低于 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尸

；
治疗 组治疗前后积分差值高 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结论 ： 清热化痰汤 治 疗痰热 闭

肺型 小儿肺 炎可缩短疗程 ， 提高治愈率 。

关键词 小儿肺 炎 ； 清热化痰汤 ； 中 西医 结合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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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威胁我国儿童健康 旳严重疾病之 科学》 中相关标准 ；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符合 《中 医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均 较高 。 笔者 年 儿科学》 肺炎喘嗽痰热闭肺型的症候诊断标准 。

月 年 月 对 痰热闭肺 型小儿肺炎采用清
—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本院儿科住院的痰热

热化痰汤联合西药治疗 ， 取得较好疗效
，
现报道如 闭肺型小儿肺炎患者 ，

共 例 ， 随机分为 组各

下 。 例 。 治疗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临床资料 平均 岁 ； 平均 病程 ± 天 。 对 照组 男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堵福棠实用儿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岁

； 平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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