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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杞黄颗粒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 
王忠梅 

【摘要】目的  探讨槐杞黄颗粒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

儿科确诊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 266 例，按照住院时间顺序分为两组，对照组 133 例患儿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 133 例患

儿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槐杞黄颗粒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儿治

疗总有效率为 98.5%，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74.4%，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无 1 例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5.3%，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槐杞黄

颗粒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效果满意，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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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儿科临床常见病之一，

发病率为 15%～30%，以 2～6 岁 为常见[1]。有资

料统计，我国小儿呼吸道易感人群发病率占健康儿

童的 4.5 倍[2]。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各种原因综合

导致的结果，例如，当小儿营养物质缺乏时会使身

体免疫力下降，细菌和病毒就会乘虚而入，破坏支

气管壁的结构，使支气管的纤毛净化功能和局部防

御功能下降，导致疾病难以治愈。反复呼吸道感染

治疗不当会严重危害小儿生长发育、身心健康和智

力发育[3]。因此，在治疗的同时，应加强患儿营养，

适量增补微量元素和其他维生素，提高患儿身体素

质，以降低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为了探

讨槐杞黄颗粒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疗

效，对我院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反

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取分组治疗的方法，对两组治

疗效果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儿科 2012年 10月至 2014
年 10 月收治的 266 例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儿资料，

按住院时间顺序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

组 133 例患儿中，男 48 例，女 85 例；年龄 6 个月至

9 岁，平均（4.3±0.5）岁。对照组 133 例患儿中，男

52 例，女 81 例；年龄 8 个月至 11 岁，平均（5.7±
0.3）岁。所有患儿均符合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诊

断标准[4]，均排除严重心、肝、肾脏疾病；患儿家属

均知情同意。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常规治疗，给予注射用

头孢他啶（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H20056770，规格：1.0 g×1 支，批

号：20120527），用法用量：30～100 mg/kg，分 2 次

进行静脉滴注，症状减轻后，1 次/d。小儿氨酚黄那

敏颗粒（浙江亚峰药厂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33022441，规格：4 g×15 袋，批号：20120319），
用法用量：体重 10～14 kg，每次 0.5～1.0 袋；体重

16～20 kg，每次 1.0～1.5 袋；体重 22～26 kg，每次

1.5～2.0 袋；体重 28～32 kg，每次 2.0～2.5 袋，每

日 3 次。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槐杞黄颗粒

治疗，槐杞黄颗粒（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20020074，规格：10 g×6 袋，批号：

20120321），用法用量：＜1 岁每次 4 g，1～3 岁每次

0.5 袋，3～12 岁每次 1 袋，2 次/d。疗程为 2 个月。 
1.3  观指指标  观察两组患儿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及程度、有无复发，以及有无皮肤瘙痒、皮疹和胃肠

道等不良反应发生。 
1.4  疗效评定标准[4]  显效：治疗后患儿症状消失，

1 年内无复发；有效：治疗后患儿症状明显改善，半

年内复发＜3 次；无效：治疗后患儿半年内复发≥3
次。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

数×100%。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相

关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儿治疗总有效率明显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经槐杞黄颗粒治疗后患

儿均无不良反应发生，对照组经常规治疗后有 5 例患

儿出现皮肤瘙痒，2 例出现腹泻，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5.3%（7/133），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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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21，P＜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例) 有效(例) 好转(例) 总有效[例(%)]

对照组 133 53 46 34  99(74.4) 

观察组 133 87 44 2 131(98.5)*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3.334，*P＜0.05 

3  讨论 
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以急性呼吸道感染 为

常见。急性呼吸道感染、腹泻与营养不良是第三世界

小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

指每月患感冒或气管炎 1～3 次以上或 1 年内患肺炎

2～3 次以上。小儿上呼吸道鼻腔短小，鼻黏膜柔弱

而血管丰富，咽部相对狭小，且较垂直，鼻咽部淋巴

组织丰富，下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相对狭窄，软骨比

较柔弱，弹性组织缺乏且血管丰富，纤毛运动性较差，

黏膜容易肿胀，肺部弹力组织发育比较差，肺泡活动

量比较少，一旦感染炎症易反复发作。研究证明，IgA
是一种免疫球蛋白，是机体黏膜局部抗感染免疫的主

要抗体，存在于呼吸道黏膜上，当人体缺乏 IgA 时，

就容易发生感染[5]。还有研究表明，当人体长时间受

到病毒和细菌侵袭时，可以使呼吸道分泌物中的溶菌

酶、干扰素等含量减少，破坏了呼吸道的正常生理功

能，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出现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6]。 
槐杞黄颗粒的主要成分包括槐耳菌质、枸杞子、

黄精、蔗糖，槐耳菌质可激活中性细胞或巨噬细胞，

增强溶菌酶活性，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分裂、增殖、

成熟和分化，进而提高机体免疫力；枸杞子富含胡萝

卜素、维生素 A、B1、B2、C 和钙、铁等，具有滋肾

润肺补肝明目，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还能有效抑制细

胞突变；黄精补气而兼润养，可提高抗病毒作用，两

药均味甘而性平，善于滋阴而益气，共为臣药；槐耳

菌质、枸杞子、黄精三药配伍，益气滋阴，具有平补

五脏的功效。从本研究发现，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

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与有关报道相似[7]。 
综上所述，槐杞黄颗粒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

的临床效果满意，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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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扩张伴气流受限患者应用 
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治疗的临床效果 

李小凤 

【摘要】目的  探讨支气管扩张伴气流受限患者应用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2 年 9 月

至 2015 年 1 月本溪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60 例支气管扩张伴气流受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试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对症治疗，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吸入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情况。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的 BODE 指数评分、FENO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FEV1/FVC 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对支气管扩张伴气流受限患者基于常规治疗加用沙美特罗替

卡松气雾剂，所获疗效较理想，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肺功能。 

【关键词】支气管扩张；肺功能；气流受限；沙美特罗替卡松气雾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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