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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肾平喘汤联合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治疗哮喘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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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健 肾平喘汤联合疏酸沙 丁胺醇气雾剂 治疗 哮喘患 者的临床疗 效 方法 ： 将 例 哮喘患者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对照组给 予破酸沙丁胺醇气雾 剂 治 疗 ，

观 察组给 予健 肾平喘汤联合疏酸 沙丁 胺醇 气雾 剂 治 疗 ， 比较 组临床疗 效 、 丨 秒钟

用 力呼 气容积 （ 以 及 不 良反应 结果 ： 总有效率观察组 为 对照组为
，

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

组 值随着 治疗 疗 程的延 长 而逐步升 高
，
治 疗 后 、 、 周 ， 治 疗 组 值均 高 于对照组 ， 差 异有显箸性或非

常显著性 意义 （
不 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为 对照组为 组 比较 ， 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 意 义

结论 ： 健 肾平喘汤联合硫酸沙丁胺醇气 雾剂治 疗 哮喘的 疗 政优 于单纯硫酸沙 丁 胺醇气 雾 剂 治疗 ，
且不 良反应 少 ， 值得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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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支气管哮喘为临床上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 ， 主要是 素 ， 例如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吸入的 方式进行治疗 ， 具有明 显

由 多介质以及 多细胞诱 发的呼吸道炎症所致 ，
主要临床表现为 的 改善 哮喘 的疗效、 本研究采 用本院健肾平喘汤联合硫酸沙

呼吸急促 、 呼 吸困难 、 晐痰 、 胸闷 等症状 ， 该症状多发于夜间 丁胺醇气雾剂治疗哮喘患者 ， 收到较好的疗效 ， 结果报道如下。

和清晨 。 其哮喘 多 以急 性发作 为 主要特征 ，
病情严重甚至 临床资料

可以危及生命 。 目 前 ， 临床上对于哮喘多采用传统糖皮质激 一般资料 选取 年 月
一 年 月在本院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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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哮喘 患者共 例 ，
诊断均符合 中华医学会在全国 哮喘学 值均高于对照组 ，

差异 有显著性或非 常显著性意义

术会议制定 的哮喘诊断标准 。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丨
岁 。 本研究 已通过本 院伦理委 员会

、
丨

审批批准 。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组 台 别

，
±

组 别 治 疗前 治 汀 周 泡 彳了 阁 治 打 周 治 疗 周

例 ’

〒
患者性别 、 年龄分布等方面经统计学 处理 ’ 差

对照 组 ± ±

异无显著性思义 尸 丨 有可 比
、 “ 广

观察组 ± 土

纳入标准 对本研究中所需米用 的 药物无过敏者 ；

与 对照组同 时 间 比较 ， ① ，
②

无重大器官损伤或者疾病者 ； ③神智清醒 ， 可以 明 确表达 自 己

意愿者
；

④ 自愿参加 ， 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
组 不 良 反应 比较 见表 。 不 良反应发 生率观察组 为

治疗方法 ， 对照组为 ， 组比较 ， 差异有 非常显荖性意

对 照 组 采 用 单纯 的 硫酸 沙 丁 胺 醇气 雾 剂 义 。

吸 每次 ’ 每天
表 组不良反应比较 例

次
； 严重的酵喘 患者可 以重复 吸入 ，

可每 次吸入 次
， 最

组 别 胃部 不 适 明 部 不适 心 脏 不适 不 良 反应 发 生

多母天不 匕超过 次 。

对 昭 祖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洽疗的基础上 ，
口 服本 院协定

观：
方健肾平 喘汤 。 处 方 ： 大黄 ， 麻黄 仙茅 、 苦杏仁 、

、

与 对照组比较 ， ①

桂枝 、 白芥子 、 炒赤芍 、 炒白 芍 、 橘红、 紫 苏子各 百

合 、 黄芪 、 百部 、 沙参 、 枇杷叶 、 鱼腥草 、 六一散
、 制僵蚕各

煎服法 ： 哮喘急性发作期每天 剂
’
水煎 ’ 分 次服 ，

临床上 ， 哮喘的发生是 由嗜酸细胞 、 肥大细胞 、 淋巴细

连续服用 周为 疗程 ，

一

般治疗 疗程可缓解 ； 缓解期 胞等多 种细胞组分参与和介导的慢性气管炎症 。 该病症会导致

天 剂 ， 水煎服 ， 连续服用 周 为 疗程 。
患者 的气管反应敏感性升高 ， 通常情况会 引起患者广泛变化的

组均治疗 周后统计疗效 。
可逆性气流阻滞 ， 进而引 发喘息反复不停的发作 ， 最终导致患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者出 现胸 闷 、
气短及 咳嗽等 症状

〗
。 目 前 ， 大气环境污 染 ，

观察项 目 观察 比较 组 患者的 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应 ； 水环境污 染以及药物滥用 包括糖皮质激素 ， 抗生素 丨
等情况 的

检测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 、 、 、 周 秒钟用 力呼气容 发生是造成哮喘的发病率呈 上 升趋势的主要原因 。

积 的变化 。 哮 喘属 中 医 学哮证范畴 。 中 医学理论认 为 ， 哮喘是 以痰

统计学方 法 采用 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 ， 计量 饮 、 外邪 以及肺 肾两虚为主要病理变化的病证 ，
主要的矛盾是

资料 以 ± 表示 ， 采用 检验 ； 计数资 料采用 检验 。 本虚标实 。 因此 ， 在治疗上 宜温肾补肺 ， 平衡 阴 阳 ， 标本兼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治 ， 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健 肾 平喘汤 由 炒赤芍 、 炒白

疗 效标 准 参照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标准拟定 。 显 苟 、 百合 、 黄苗 、 百部 、 沙参 、 批杷叶 、 鱼腥草 、 六 一散 、

效 ： 哮喘症状完 全得以缓解 ， 症状显著减轻 ， 肺功能 显著改 制僵蚕等组成 ，
方中仙茅 、 紫苏子 、 桂枝温 肾纳 气平喘 ； 黄

善
， 肺部哮鸣声 消除 ；

碰 ： 哮喘症状有所缓解 ， 肺功能有所 苗补益肺气 ；

橘红 、 芥子 、
絲仁 、 麻黄 、 制僵蚕温肺化

改善 ， 肺哮鸣音明显减少 ； 无效 哮喘症状无缓解或加重 ，

痰平喘
；

枇杷叶 、 炒赤芍 、 炒 白苟 、 百合 、
百部 、 沙参細

■— 胃 ？ 。

清肺止咳 ； 鱼腥草 、 大黄 、 六 散清肺化瘦 湿 。 诸药合用 ，

■并补 ，
寒温并用 ， 标本 兼治 ，

有补臂益肺 、 清热化痰 、

较 ’ 有非常 性意
肺平喘之功 。 方中温补肺骨药 物 如仙茅 、 黄苗 ， 能缓解肺

°

功 能损 伤 ， 提高 自 身 的免疫 力 ； 降气平喘 药物紫苏子 、 苦杏

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仁 、 桂枝 、 麻黄 等均 有较好的平喘功效 ， 故而能起到较好治

组 别 显效 有 效 无效 总有 效率《 疗作用 。

对照组 观察 结果表 明 ， 观察组临床疗效优于于对照组 ， 治疗 、

观察组
、 周的 值也 明显高于对 照组 ，

且不 良 反应 率明 显降

低 ， 提示健肾平喘汤联合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治疗哮喘 ，
可 以

组 患者治 疗前后 值比较 见表 。 组 值随 明显提高哮喘患者的 临床疗效 ， 改善患者通气功能 ， 并减少不

着治疗疗程 的延长而逐步升高 。 治疗后 、
、 周 ，

治 疗组 良反应情况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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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多莫德 口服液联合玉屏风颗粒对老年反复

呼吸道感染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李晓珍 ，
雷樟根 ，

张东 菊

龙泉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
浙江 龙泉

摘要 目的 ： 观察匹 多莫德 口 服液联合 五屏风颗粒 对老年反 复呼吸道感 染 （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 影响及疗 效观察 方

法
：
将 例 患者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西 医组急性发作时予 以抗感染 、 止咳祛疚等对症治 疗 ， 并给予 匹 多 莫德 口 服液治 疗

； 中

西 组在西 医组基础上加 用 玉屏风颗粒治 疗 ，
治 疗 周 监测 免疫指标变 化 ， 比较 组 临床 疗 效 结果 ： 组治 疗前 水平 、

比值比较
，
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 义 （尸 治疗 后 ，

组 水平 、 比值均有 不 同程 度上升 ，
水 平 均

有不 同程度 下降 （ 中西 医组改善优 于 西 医组 （
总有效率 中 西 医组为 西 医 组为

组比较
，
差异有显箸性意 义 （ 结论 ： 对老年 患者予 以 匹 多 莫德口 服液联合玉屏风颗粒治疗 的 疗 效明 蓝优于 单纯 的

匹 多 莫德治 疗 ， 并能提高细胞免疫功 能 、

关键词 反复呼吸道感 染 （
丨

） ；
老年

；
匹 多 莫德 口服液

；

玉屏风颗粒
；
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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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呼吸道感染 丨

丨
老年患者常见 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 科门诊洽疗老年 患者 例 。 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 组各

病情常反复发作 ， 较难治愈 ， 处理较棘手 ，
对其身心健康影响 例 。 中西医组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 岁 ，

较大 。 尚 无有效的药物与 方法 ，
提高其细胞免疫 力 是治 平均病程 ± 月 。 西医组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疗和预防其复发的关键 。 近年来 ， 本院对老年 患者采用
（

± 岁 ， 平均病程 ± 月 。 组性别构成 、 年龄

匹多莫德 口服液与玉屏风颗粒联合治疗 ，
发现其能提高 细胞免 分布和病程时 间等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义

疫功能 ， 现报道如下 。 具有可比性。

临床资料 病 例选 择 符合全国 呼吸道疾病学术 会议制定 的有 关

一般资枓 纳入 年 月
一

年 月 本院呼吸内 诊断标准 年龄 岁 。 排除肺结核 、
先天性或继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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