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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哮喘患儿的疗效评价
过  丹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江苏 无锡  214100）

【摘   要】目的：探究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哮喘患儿的疗效。方法：本次研究对象从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就诊的小儿哮喘患者中选取

160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这些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80 例患者采用常规方法治疗，观察组的 80 例患者采用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

探究两组的治疗效果与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结果：观察组的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在治疗后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有效率更高（P ＜ 0.05）。结论：采用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哮喘患儿效果显著，有利于提

高治疗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症状，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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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哮喘是小儿常见的肺疾病，伴随着呼吸道过敏性，反

复咳嗽、哮喘、呼吸困难，是可逆的梗阻性呼吸道疾病。哮喘

是严重危害孩子健康的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高，多作

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程，对患儿的学习，生活，活动带来严重

的影响，影响患儿的成长和发展。很多哮喘的患儿，由于治疗

不及时或不恰当的治疗，最终发展成成人的哮喘，不能治愈，

肺机能被损坏，部分患儿甚至完全丧失体力活动能力 [1]。严重

的哮喘发作，如果不能迅速且有效地治疗，有可能是致命的。

本文为研究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哮喘患儿的疗效，从无锡市

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就诊的小儿哮喘患者中选取 160 例。分

别采用常规方法治疗和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探究两组的治

疗效果与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一般资料。本次研究对象从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

就诊的小儿哮喘患者中选取 16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

为两组。纳入标准 : 符合西医诊断标准的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 ,

哮喘发作期分度为轻 , 中度者；通过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患儿家属知情同意研究。排除标准 : 合并有心、肝、肾和造

血系统等严重并发性疾病者 ; 非急性发作期者 ; 哮喘急性发作期

分度为重度及危重度者 ; 本次急性发作使用过氨茶碱或静脉注射

糖皮质激素者;不同意合作者。在对照组中，男患者49例，女31例，

年龄在3~9岁，平均年龄（4.43±0.79）岁；观察组中，男患者42例，

女 38 例，年龄在 3~9 岁，平均年龄（4.51±0.66）岁。患者对比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P＞ 0.05），具有可比性。

方法。对照组 80 例患者采用常规方法治疗：采用孟鲁司

特钠颗粒，开水冲服，1 次服用 4 mg，1 天 1 次。观察组的 80

例患者采用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沙丁胺醇根据患者的病情

使用，每隔 4 h 重复喷 1~2 次。并服用酮替芬，2 次 / 天，1 次 2 片。

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包括住院时间、咳嗽气喘消失时间、

肺部哮鸣消失时间、X 线肺部阴影消失时间。

观察指标。显效：喘息，呼吸困难、胸部压迫感、咳嗽等

症状消失，在两肺的听诊中没有哮鸣音；有效：喘息 , 呼吸困难、

胸部压迫感、咳嗽等症状明显减轻，肺的听诊有时会听到哮鸣音。

无效：喘息、呼吸困难、胸胀、咳嗽等症状还存在，可能在两

个肺都能听到哮鸣音。

统计学处理。本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小儿哮喘患者的治

疗效果与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研

究结束后，在统计处理中使用 SPSS17.0 软件，以 95 % 作为信赖

区域，表示利用率（%）计数数据。比较和分析使用卡方检验。

以 P ＜ 0.05 为前提，数据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

2 结果

治疗效果比较。与对照组对比可知，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

效率高于比对照组（P ＜ 0.05）。具体数据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 = 80） 62（77.50） 7（8.80） 11（13.80） 69（86.30）
观察组（n = 80） 73（91.30） 4（5.00） 3（3.80） 77（96.30）

x2 5.736 3 0.878 6 5.009 8 5.009 8
P 0.016 7 0.348 6 0.025 2 0.025 2

2.2 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

与对照组对比可知，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

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 0.05）。具体数据详见表 2。

3 讨论

小儿哮喘大多数都是由外感风寒 , 内有伏饮，寒饮凌肺 ,

肺失肃降所导致。沙丁胺醇是受体激动剂，这种药的构造和异

丙肾上腺素的构造相似，但是其治疗有效性大幅度提高 [2]。沙

丁胺醇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的气道平滑肌，选择性刺激气道平

滑肌 β2 受体。同时，有效抑制炎性反应，缓解支气管痉挛，

减少呼吸道过敏性。但是，长期使用容易产生耐药性，治疗效

果会下降。酮替芬是抗过敏药，主要作用于细胞膜，使气道平

滑肌细胞保持稳定状态，有效抑制细胞膜上的过敏慢反应物质

的释放，防止过敏活性物质的释放。可以和组胺特异性组合，

达到结束过敏反应的目的，治疗效果显著且持久 [3]。

综上所述，采用沙丁胺醇及酮替芬治疗哮喘患儿效果显著，

有利于提高治疗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症状，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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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方面的改善情况对比（d，x±s ）
组别 住院时间 咳嗽气喘消失时间 肺部哮鸣消失时间 X 线肺部阴影消失时间

对照组（n = 80） 8.11±1.66 3.80±1.05 4.40±0.98 7.51±1.46
观察组（n = 80） 6.60±1.34 2.90±1.21 3.95±0.94 6.60±1.18

t 6.331 5.024 7 2.964 4.336
P 0.000 0.000 0.004 0.000

小剂量阿奇霉素联合噻托溴铵粉吸剂对慢阻肺稳定期的临床
疗效分析

彭  昶

（崇州市人民医院，四川 崇州  6112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慢阻肺稳定期治疗过程中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对于患者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在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中选取 104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使用噻托

溴铵粉吸剂进行治疗；研究组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对比。结果：研究组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在肺功能指标方面，研究组优于对照组，针对组间数据差异，以 P ＜ 0.05，表示其存在统计意义。结论：在慢阻肺稳定期治疗过程中，

通过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有利于实现患者治疗质量的改善，对于患者健康具有积极价值，值得进行普及。

【关键词】慢阻肺稳定期；治疗方法；阿奇霉素；噻托溴铵粉吸剂；临床效果

在临床过程中，作为呼吸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慢阻肺对于
患者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总的来看，该病可导致患者呼吸功
能受到影响，继而不利于其日常生活质量的合理保障。同时，
若不能及时进行合理干预，则该病可导致患者出现呼吸衰竭与
肺心病等问题，继而对其生命构成影响 [1]。相关资料显示。慢
阻肺主要由环境因素与个体易患因素等两方面因素导致。其中，
化学物质与粉尘的吸入是导致患者出现该病的重要因素，与此
同时，有研究显示，吸烟也可导致该病发病率的提升。在临床
过程中，患者多数伴有呼吸困难、气短、咳痰、胸闷等症状。
在治疗问题上，传统疗法主要采用噻托溴铵粉吸剂对患者进行
治疗，近年来，大量数据显示，单一药物治疗的效果往往难以
有效实现患者需求的合理满足，基于此，医疗人员针对该病患
者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本文针对在慢阻肺稳定期治疗
过程中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对
于患者临床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在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

慢阻肺稳定期患者中选取 104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
将其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男 34 例，女 18 例；年龄 45~72 岁，
平均（55.55±3.24）岁；研究组男 30 例，女 22 例；年龄 42~67 岁，
平均（56.27±3.31）岁。在基本资料上，以 P＞ 0.05，表明组
间差异在统计学中无实际意义。本次研究，通过了医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且签署了同意书。

方法。①对照组：使用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治疗，药物由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045 4；
药物用法用量为：在临睡前指导患者进行吸入，1 次 / 天。②研
究组：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
其中，噻托溴铵粉吸剂用法用量同对照组，阿奇霉素由上海现
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0047 7，药物用法用
量为 125 mg/ 次，1 次 / 天。

观察标准。本研究将患者治疗效果与肺部功能作为观察指
标，其中，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以及无效；显效表示患者
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且呼吸基本正常；有效表示患者临床症状有
所改善且呼吸存在一定受限；无效表示未达到上述标准；肺部
功能指标主要包括呼气流量峰值（PEF）、肺 活量（FVC）以及
定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

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中，研究者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
行计算工作，其中，计数资料用 % 表示，行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

（x±s）表示，行 t 检验，以 P ＜ 0.05，表示数据差异存在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以 P ＜ 0.05，表示数据差异存

在统计意义。见表 1。

表 1  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52 21 30 1 98.08
对照组 52 14 29 9 82.69

x2 7.081
P ＜ 0.05

2.2 患者肺部功能比较
研究组肺功能指标优于对照组，以 P ＜ 0.05，表示数据差

异存在统计意义。见表 2。
表 2  患者肺部功能

组别 n PEF（L/s） FVC（L） FEV1（L）
研究组 52 4.61±0.21 2.77±0.33 2.31±0.15
对照组 52 3.32±0.25 2.08±0.35 1.52±0.13

t 28.491 10.344 28.700
P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医疗人员指出，作为呼吸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慢阻肺对于

人体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从发病年龄的角度来看，该病在中
老年群体中相对较为常见。在临床过程中，该病的主要表现为
呼吸气流持续性受限，若不能及时进行合理干预，则可导致患
者呼吸功能受到严重损伤，进而造成患者生活质量的降低，对其
生命安全极为不利 [2]。在治疗问题上，传统疗法主要采用噻托溴
铵粉吸剂对患者进行合理治疗。相关数据显示，作为干粉吸入剂，
该药物的抗胆碱作用相对较强，可以有效实现对于毒蕈碱型 M3
受体的合理阻断，从而有效对患者支气管平滑肌进行支持，有效
实现气管的扩张，对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
然而，通过对大量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医疗人员指出，该药物的
防感染与抗炎效果尚存在一定不足。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大量分
析，医疗人员指出，通过使用阿奇霉素与该药物进行联合治疗，
有利于实现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合理提升。在这一问题上，相
关数据显示，作为一类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阿奇霉素具有良好
的免疫调节与抗炎作用，可以帮助患者实现气道黏液分泌物的
抑制，对于支气管痉挛的缓解具有积极作用。本次研究表明，
通过使用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铵粉吸剂进行联合治疗，患
者临床效果与肺部功能指标等数据均得到了合理的改善。

综上，在慢阻肺稳定期患者治疗过程中，为了合理实现治
疗效果的优化，医疗人员应积极做好小剂量阿奇霉素与噻托溴
铵粉吸剂联合治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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