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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联合氨茶碱缓释片治疗喘息性支气管炎临床观察

方春仙

义乌市中医医院内科 ，
浙江 义乌

摘要 目的 ： 观察采 用 麻杏石甘 汤联合氨茶碱缓释 丨 治 疗 喘 息性 支 气管 炎 的 效果 、 方法
：
选取 例 喘息性 支气 管 炎 （热哮

证 ） 患 儿 ， 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治 疗 组各 例
，
组均 给 予常规 药物 与氨 茶城缓释 片 对症 治 疗 ，

治 疗 组在此 基础上加 用 麻杏 石 甘

汤
，

组均 连续 治 疗 天
，
观察 组 临床治 疗 效果 、

主要症状消 失 时 间 叉 不 良反应情况等 结果 ： 对照组 总有 效率 为 治

疗组总有效率为 ， 治 疗组总有效率 高于 对照组 （ 组患 儿经 治 疗 ，
咳嗷 、 气喘 ， 湿啰音及哮鸣音均 明 显改善 ， 治

疗组主要症状消 失的 时 间与 对照组 比较
，
差异均 有显 箸性 意 义 （ 对照组 不 良反应 的 发生率 为 治 疗 组 为

组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意 义 （ 结论 ： 麻杏石 甘汤联合氨茶碱缓释 片 治 疗 喘 息性 支 气管 炎 患 儿 ， 有效缩短 了 主要症状

消 失的 时 间
，
降低 了 不 良反应发生率

，
提高 了 临床治 疗 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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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息性支气管炎是临床较为常见的 儿科疾病 ， 主要是指患 及心力 衰竭 、 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者。

儿 因病毒或细菌感染而诱发 的 以喘息为 主的呼吸系统疾病 ， 具 治疗方法

有病情反复 、 迁延期长 、 进展迅速等特点 ， 如未及时采取积极 对照组 根据患儿 的实际情况 ，
给予 合适 的 药物或方法

有效的治疗 ，
可进一步发展为支气管哮喘 ，

严重影响患儿的生 进行对症治疗 ， 主要包括止咳 、 平喘 、 抗感染等 。 平喘使用氨

活质量 。 笔者结合临床治 疗经验 ， 采用麻杏石甘汤联合氨 茶 碱 缓 释 片 （ 修正 药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国 药 准 字

茶碱缓释片对 喘息性支气管炎患儿进行治疗 ， 取得了较好 的临 ， 规格 ： 进行治疗 ， 每次 片 ， 每天 次 。

床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治 疗 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麻 杏石甘汤 ，
基本处

临床资料 方 ： 麻黄 、 苦杏仁各 石膏 甘草 ，
枇杷叶 、 川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 为 年 月
一

年 月 本 贝母、
黄芩 、

桔梗各 。 如患儿出 现痰热壅肺 、 大便不 畅 ，

院呼吸科收治的 例临床确诊为 喘息性支气管炎的 患儿 ，
将 则加 用 大黄 、 芒硝各 。 每天 剂

， 用水煎煮 ， 取药 液

其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例 。 对照组男 ， 分早 晚 次服用 ， 并根据患儿 的年龄及病情适当调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整药物的剂量 。

天
，
平均 ± 天 。 治疗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组均连续治疗 天 。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天
， 平均 ±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天 。 组性别 、 年龄 、 病程等经对照分析 ，
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 观察指标 观察 组的临床治疗效果 、 主要症状消失时

义 具有可比性 。 间及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等 。

病例选择标准 纳 入 ：

符合 《实 用 儿科学》 中 喘息性支 统计学 方 法 采用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

气管炎 的 临床诊 断标准 ， 肺功能及胸部 线检查均符合喘息 计量资 料以 ±
丨表示 ， 组 间 比较采 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采 用

性支气管 炎者 ； 临床出 现发热 、 咳嗽 、 呼吸急促 ，
经久不愈 妒 检验。

者
； 肺热喘咳 、 身热不解 、

口 渴 、 苔薄黄 ， 属哮喘中 的热哮证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者 ； 患儿 家属同 意参加临床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者 ；

无其他 疗效标准 按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试行 》

严重疾病者 。 剔 除 ：

对药物 出现严重过敏而不宜进行临床研究 的标准拟定 。 治愈 ：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 肺功 能恢复正常 ，
胸

者 ； 未按照要求服药而无法判定临床疗效者 ； 有先天性心脏病 部 线检查显示正常 ：

有效 ： 临 床症状基本消失 ， 肺功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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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恢复 正常 ， 胸部 线检查显示炎症 消退
；

无效 ： 临床症状 氨茶碱属于甲基黄嘌呤类化合物 ， 具有较强的平滑肌松弛

及肺功 能较治疗前未 出现 明显 改善甚至加重 ，
胸部 线检查 作用 ，

尤其对处于痉挛状态的 平滑肌效果更为 明显 ，
主要是由

显示无 变化 。 临床 总 有效率 治 愈例 数 有 效例 数 总例 于氨茶碱可选择性抑 制磷酸二酯酶 ， 导致 合成增加 ，

数 。 引 起支气管的 的舒张
；

抑制肥大细 胞和 中性粒细胞释放炎性介

组临床疗 效比较 见表 。 经治疗 ，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质 ， 减轻炎性反应 ， 有利于喘息性支气管炎的 治疗 ； 另 外 ，
氨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 茶碱 的吸 收存在较 大的个体差异 ，
传统 制剂将会 出 现峰谷现

照组 ，
尸 。 象 ， 产生较大 的副作用 。 将其制备成缓释片 ， 可有效控制血药

浓度 ， 防止出现较大的波动 ， 增加 临床药物使用 的安全性 。

表
支气 管哮喘系小儿较易 罹患的疾病

， 中 医学将其归属为热
‘

“‘

“
°

哮证的范 畴 ， 小儿肺脏娇嫩 、 脾常不足 ， 肺虚则卫外失固 ，
腠

对 昭 组

义孓名

理不密 ， 易 为 外邪所侵 ， 邪阻肺络 ，
气机不利 ， 津液凝聚 为

■

照组比较 ， ①
— 一

痰 ； 脾主运化水谷精微 ， 脾虚不运则易 生湿酿痰 ，
上贮于肺 。

‘ ‘

患儿哮喘的伏痰成 因多 与脾 、 肺两经有关 ， 临床治疗 以 化痰 、

组主要症状 消 失 时 间 比较 见表 。 组 患儿经 治疗 ， 定喘止咳为主 。 麻杏石甘汤 出 自 《伤寒论》 ， 为治疗热哮型哮

咳嗽 、 气喘 、 湿啰音及哮鸣音均明显改善 ， 治疗组主要症状消 喘的 经典 名 方 ， 由麻黄 、
苦杏仁、 石膏 、 甘草 、 枇杷叶等中 药

失的时间与对照组 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合理配伍 而成 ，

方 中麻黄具有发汗散寒 、 宣肺平喘 、 利水消肿

表 组主要症状消失时间 比■ 土 天
等作用 ’ ■仁具有止咳平喘 、 —通便等■ ’ 石膏具有清

一“

哮 鸟
热泻火 、 除烦止渴 、 肺热喘急等作用 ’ 甘草具有清热解毒、 祛

对照

一 一

痰止咳等功效
，

枇杷叶具有清肺止咳的作用 ’ 黄芩具有清热燥

湿 、 泻火解毒等功效 ，
川 贝母具有清热润肺 、 化痰止咳 的作

°

与对照组比较：

‘
一 ‘

用 ，
桔梗具有止咳祛痰 、 宣肺 、 排脓等作用 。 诸 药合理配伍 ，

一
共 同发挥辛凉宣泄 、 清肺平喘的作 用 。 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 ， 麻

二 杏石甘汤具有镇咳平喘 、 抗菌消炎 、 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等作

用 ，
从而改善肺及支 气管病理变 化 现临床常 用其治疗肺

炎 、 慢性支气管炎 、 支气管哮喘 、 麻痊 、 百 日 咳等疾病 ’ 能取

得了较好的 临床疗效
闻
。 基于此 ’

笔者在常 规治疗 的基础上 ’

“

力 用氨茶碱缓释片及辨证使用麻杏石甘汤 用于喘息性支气管炎
蘭。 且不良 反应 的 发生率

，

较 差异有
联合用 药有效缩短了 主要症状消 失 的时

。 出现不 良反应的患儿经适 当处理后均恢复正常 ， 不影
但
丄

丨 丨

— 由 、 广奶处里 甘 丨 、 白 ⋯ 电吐 右
间 ，

提咼 了临床治疗的效果 ， 减少了 不良反应的发生 ， 具有
一

响临床治疗及疗效的 判定 ， 除此之外 ， 其余患儿均未出现其他

严重的不 良反应 。

疋 的 丨

丨由床借鉴思乂 。

参考文献
喘息性支气管炎具有较高的 发病率 ， 罹患该病的 人群以婴

幼儿为主 ， 如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治 ， 将会导致疾病
■ ’

的进 步魏 ， 产雑为 严重船果 。 雜鮮肝上呼輸
隨歸赫肝爾删 中 老辟杂志

，

感染后 ，
病情不严重 ，

常伴有发热 、 呼吸急促 、 咳嗽 、 气喘 、

■音等 ， 近期预后比较好 ， 般经积极治疗后均可产生较好
】 ‘ ，

°

的临床效果 ， 但仍有部分患儿出 现反复发作 ， 迁延 日 久而麵
° ° °

转化为支气管哮喘 ， 严重影响患儿的 日 常生活 ， 导致生活质量
°

急剧下降 。 故出 现疑似喘息性支气管炎时 ，
必须及时给予合理

°

的洽疗方法断干预 ， 防止发展为支气管哮喘 。 诱发■、性支
‘ ：

—

气管炎的隨 较 多 ， 病 毒 、
贿等均可导雜疾麵 发生 ，

；

但不同 患儿的敏感性也有 比较大的差异 ， 如近年发现合胞病毒
：

可引发喘息性支气管炎
，
患儿体内 出现了 大量的特异性 丨 抗

】
绍军 翻康尼雾化

上

液联合普米克令舒雾化 吸入治疗

体 ，
且鼻啦 ；働巾赚贿觀 于同辦麵无喘 、細

性支气 管錢疗舰細 相现鶴 物 应 用 ’

的患儿 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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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淑敏 ， 厉艳合 麻杏石甘汤加味治疗急性期小儿哮喘

临床研究 】 中 医学报 ，

【
赵思佳 ，

马艳红 ， 傅延龄 ，
等 麻杏 石甘汤 治疗小儿肺

，
炎随机对照试验 的 系统评价及量效分析研究 中华 中

刘文科 ， 张丽芬 小剂量氨茶碱配合低剂量布地奈德气 医药杂志 ， ，
：

雾剂吸入防治儿童哮喘疗效观察 丨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

（责任编辑 ： 刘淑婷 ， 吴凌 ）

’
：

麻黄汤合止嗽散联合西药治疗风寒犯肺证

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研究

王锋 ， 夏齐樽

浙江嘉兴新安国际医院
，
浙江 嘉兴 浙江海宁康华医院 ，

浙江 海宁

摘要 目的 ： 观察用 麻黄汤合止嗷散联合西 药 治 疗风寒犯肺证咳嗷变异性哮喘的 临床效果 方法 ： 将 例风寒犯肺证咳嗷

变异性哮喘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 治疗 组各 例 对照组给 予 沙美特 罗替卡松粉吸入 剂治 疗
，

治疗 组在对照组 治疗 基础上 以麻黄

汤合止嗽散加减治 疗 组均 以 丨 天为 丨 疗程 ，
治 疗 疗程 观察 组患者临床症状的 改善情况 ，

比较患者治 疗后肺功 能激发试

验转 阴率及临床疗 效 结果 ： 临床疗 效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
治 疗 组为 组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 意 义 （ 治

疗前
，

组患者肺功能激发试验均 显示 阳性 治 疗后
，

治 疗组肺功能激发试验显示转 阴者为 例 （ 对照组肺功能激发试

验显示转 阴者为 例
（ ，

组转 阴 率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意 义 （
结论 ： 麻黄汤合止嗽散联合西 药 治 疗风寒犯肺证

咳嗽 变异性哮喘能有效改善 患者的 临床症状 ，
提高 患者肺功能激发试验转 阴率 ，

凸 显出 中西 医结合 治 疗的优势与 特色 ， 疗 效显著

关键词 咳嗷 变异性哮喘 ；
风寒犯肺证 ； 中 西 医结合疗 法 ； 麻黄汤 ；

止嗷散 ；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 肺功能激发 试验转

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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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 以晐嗽为主要临床表现甚则唯
一症状的 《咳 嗽中 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版 》 中 的相关标准辨证 为

特殊类型哮喘 ， 该病起病急促 、 缠绵难愈 ， 常反复发作 ， 多 因 风寒犯肺证 ；

签署知情同意书 。

吸入灰尘 、
油烟等诱发或 加重 ， 发病 以夜 间 为 多 。 有统计显 排除标 准 不遵医嘱洽疗的 患者

；

对所用 药物过敏者 ；

示
，
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若 因不及时诊断而缺乏早期适当的治 精神病 、 痴呆 、 严重心理障碍等患者 ；

心、 肝、 肾等有严重功

疗 ， 约有 以上会发展为典型哮喘
“
。 由此可见 ， 咳嗽变异 能障碍者

；

孕期 、 哺乳期妇女 。

性哮喘的 早期诊 断及治疗至 关重要 。 笔者 以 中西医结合 为思
—

般资料 纳入 年 月
一

年 月 于浙江嘉

路 ， 用麻黄汤 、 止嗽散联合西药对风寒犯肺证咳嗽变异性哮喘 兴 新安国际医 院诊治 的 例风寒犯肺证晐嗽变 异性哮喘患

患者进行治疗 ，
效果满意 ， 现报道如下 。 者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 对照组 例

，

临床资料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

纳入标准 符合 《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版 》 中 程 月 年 ， 平均 ± 月 。 治疗组 例 ， 男 例 ，

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标准 ， 肺功能激发试验显示阳性 ；

符合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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