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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索茶碱片联合噻托溴铵粉雾剂治疗煤工尘肺的疗效观察 

包树文，阳江权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综合科，北京  102300 

摘  要：目的  探讨多索茶碱片联合噻托溴铵粉雾剂治疗煤工尘肺的疗效。方法  将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2011年 11月—2012
年 10 月收治的 90 例煤工尘肺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多索茶碱片，0.2 g/
次，2 次/d；治疗组联合使用噻托溴铵粉雾剂，18 μg/d，吸入给药；两组均治疗 4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及肺

功能情况。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临床症状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3 个月后，治疗

组各肺功能指标明显改善，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 3、6 个月后治疗组肺功能指标显著优于

同时段对照组，两组间相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多索茶碱片联合噻托溴铵粉雾剂能够改善煤工尘肺患者

临床症状，提高患者肺功能，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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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bservation on Doxofylline Tablets combined with Tiotrop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in treatment of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BAO Shu-wen, YANG Jiang-quan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Beijing Jingmei Group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2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oxofylline Tablets combined with Tiotrop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on 
pulmonary function of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Methods  Patients (90 cases) with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of Beijing 
Jingmei Group General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1 to November 201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 (45 cases in each group).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Doxofylline Tablets 0.2 g once, twice daily.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combined with Tiotropium 
Bromide Powder Spray 18 μg daily. The patients in th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ulmonary 
function were compared for the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3 months of the treatment,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he treatment for 3 and 6 months, the lung function 
index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Doxofylline Tablets combined with Tiotrop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patients with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and pulmonary function with less adverse reactio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Doxofylline Tablets; Tiotropium Bromide Powder for inhalation;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pulmonary function 

 
煤工尘肺是指煤矿工人长时间吸入工作环境中

的粉尘所导致的肺部病变的总称[1]，该病常见于选

煤工、采煤工以及煤炭装卸工。煤工尘肺会使患者

肺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即使在稳定期患者呼

吸依然受到限制，使患者长期受到喘憋的折磨，严重

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临床上常用 β2受体激动剂、糖

皮质激素或茶碱类药物来改善患者肺功能，从而缓解

临床症状。多索茶碱可以抑制平滑肌细胞内的磷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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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酶阻断腺苷受体，干扰平滑肌细胞内钙离子移动，

松弛支气管平滑肌达到改善患者呼吸困难的症状。多

索茶碱还能抑制各种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的释放，控制

气道炎症，降低气道高反应性，促进肺功能的改善。

噻托溴铵为特异选择性的抗胆碱药物，具有毒蕈碱受

体亚型 MI～M5 类似的亲和力，通过抑制平滑肌 M3
受体，产生支气管扩张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早、晚峰

值呼气流速，显著改善呼吸困难症状。为了进一步探

讨煤工尘肺的治疗方法，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对收治

的患者采用茶碱类药物多索茶碱与抗胆碱药噻托溴

铵联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11 月—2012 年 11 月北京京煤集

团总医院收治的 90 例煤工尘肺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所有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47～73 岁，平均年

龄（54.9±14.1）岁。其中单纯煤工尘肺 61 例，煤

工尘肺合并肺结核 29 例；Ⅰ期煤工尘肺 37 例，Ⅱ

期煤工尘肺 41 例，Ⅲ期煤工尘肺 12 例。患者接尘

史 10～28 年，平均（17.9±8.4）年。 
纳入标准[2-3]：（1）确诊为煤工尘肺，并经尘肺诊

断小组统一阅片证实；（2）入组治疗前支气管扩张试

验显示为阴性；（3）3 个月内未使用糖皮质类激素。 
排除标准[4]：（1）伴有消化道溃疡者；（2）合

并有心脏、神经系统疾病者；（3）糖尿病、急性呼

吸衰竭或肿瘤患者。 
1.2  药物 

多索茶碱片由宁波天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0.2 g/片，批号 20110925、20121012；噻托溴铵

粉雾剂由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18 
μg/粒，批号 20110817、20120724。 
1.3  分组和治疗方法 

将符合标准的 90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各 45 例，治疗组年龄 47～71 岁，平均年龄

（53.7±13.9）岁。其中单纯煤工尘肺 30 例，煤工尘

肺合并肺结核 15 例；Ⅰ期煤工尘肺 18 例，Ⅱ期煤工

尘肺 20 例，Ⅲ期煤工尘肺 7 例。患者接尘史 10～28
年，平均（18.3±7.6）年。对照组年龄 48～73 岁，

平均年龄（56.1±13.7）岁。其中单纯煤工尘肺 31 例，

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 14 例；Ⅰ期煤工尘肺 19 例，Ⅱ

期煤工尘肺 21 例，Ⅲ期煤工尘肺 5 例。患者接尘史

10～27 年，平均（17.5±8.1）年。两组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且在年龄、接尘史、疾病严重程度等一

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同时给予止咳、化痰治疗，对照组口

服多索茶碱片，0.2 g/次，2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加用噻托溴铵粉雾剂，临用前，取胶囊 1 粒

放入专用吸入器的刺孔槽内，用手指揿压按扭，胶

囊两端分别被细针刺孔，然后将口吸器放入口腔深

部，用力吸气。两组患者疗程共 4 周，疗程结束后

对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价。 
1.4  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2）采用全自动肺功能测定仪（川思科达公司）对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 1、3、6 个月肺功能进行测定，

主要检测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肺

活量（FEV1）、 大通气量（MVV）、残气量（RV），

并计算残气量/肺总量比值（RV/TLC）、第一秒用力

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 
1.5  判定标准[5] 

分别对喘息、咳嗽、干性啰音症状进行疗效评

价。显效：患者主要临床症状如喘息、咳嗽明显消

失好转，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肺部干性啰音完全消

失或明显好转；有效：喘息、咳嗽临床症状虽然存

在，但明显改善，日常生活受影响较小，肺部干性

啰音减少；无效：喘息、咳嗽症状未达到上述标准

或加重，肺部干性啰音明显。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患者总数 

1.6  统计学方法 
所有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包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用 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分别对喘息、咳嗽、干性啰音症状进行疗效评

价。治疗后治疗组各临床症状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对比 

治疗 3 个月后，治疗组各肺功能指标明显改善，

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治疗 3、6 个月后治疗组肺功能指标显著优于同时段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 1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口干，症

状轻微，未进行特殊治疗自行改善；所有患者均未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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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临床症状 组别 n/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45 19 16 10 77.78 喘息 

治疗 45 30 13 2  95.56* 

对照 45 21 13 11 75.56 咳嗽 

治疗 45 28 15 2  95.56* 

对照 45 23 9 13 71.11 干性啰音 

治疗 45 29 11 5  88.89*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n pulmonary fun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n/例 时段 FVC/L FEV1/L FEV1/FVC/% MVV/L RV/TLC/% 

治疗前 2.49±0.98 1.32±0.74 51.87±11.94 34.41±10.95 57.49±10.48 

治疗 1 个月 2.78±0.95 1.39±0.43 52.95±11.05 33.84±11.58 58.85±11.43 

治疗 3 个月 2.81±1.18 1.40±0.48  57.83±13.84* 36.71±11.47  62.37±10.59*

对照 45 

治疗 6 个月 2.80±1.31 1.40±0.94  57.59±12.75* 36.58±9.48 60.38±11.27 

治疗前 2.46±0.95 1.33±0.37 53.41±11.05 33.48±11.94 56.71±10.53 

治疗 1 个月 2.81±1.38  1.68±0.53#  62.37±10.94*#  41.38±10.74*#  61.43±9.78*#

治疗 3 个月  3.37±1.19*#  1.97±0.41*#  72.61±11.87*#  62.38±10.74*#  65.84±11.53*#

治疗 45 

治疗 6 个月  3.47±1.54*#  1.96±0.33*#  73.48±11.74*#  64.31±10.59*#  65.97±14.27*#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P＜0.01；与同时段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P < 0.01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t same time 

3  讨论 
煤工尘肺主要是煤矿工人长期接触粉尘，当肺

部吸入大量粉尘后会使患者肺间质发展为纤维化，

再加上粉尘结节，导致胸膜增厚及黏连，引起支气

管堵塞，从而使肺功能降低[6]。由于煤工尘肺病程

较长，确诊患者年纪较大，往往伴有免疫功能降低，

易引发感染。此外老年患者呼吸功能均由不同程度

的衰退，呼吸道支气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纤维/
胶原纤维比例增加，使得患者肺泡容积及总面积降

低[7]。上述的多种原因共同导致患者的肺功能明显

减退，患者会出现不能程度的呼吸困难，临床表现

为喘息憋闷，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带

来极大痛苦。 
目前临床上对于煤工尘肺的治疗主要集中于

控制感染、缓解支气管痉挛改善呼吸道通气；常用

药物有糖皮质激素、β2 受体激动剂、茶碱类及抗胆

碱药物等。由于该病老年患者居多，糖皮质激素不

但会引起血糖升高、溃疡及骨质疏松等并发症，因

此临床使用受限。β2 受体激动剂对支气管痉挛有一

定的改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会增加气道重建的风

险[8]，从而进一步加重支气管痉挛。噻托溴铵是 M
受体阻断剂，它可以缓解支气管内迷走神经的张力，

改善支气管痉挛。多索茶碱是一种新型的茶碱类药

物，不但可以扩张支气管，还可以降低炎症反应。

许莉等[9]采用多索茶碱治疗老年慢阻肺患者，治疗

3 个月后患者肺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且治疗中未发

生明显不良反应。本研究采用多索茶碱片联合噻托

溴铵粉雾剂治疗煤工尘肺，结果发现治疗 4 周后患

者临床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说明两者联合能够有

效控制患者临床症状，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治疗前后患者肺功能指标进行分析后显示，治疗

1 个月后患者部分指标已经开始得到明显改善，治

疗 3 个月后各指标均开始增加，且明显优于同时段

对照组肺功能指标，说明噻托溴铵能够明显提高患

者肺功能，这与黄玉民等[10]的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多索茶碱片联合噻托溴铵粉雾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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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改善煤工尘肺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肺功能，

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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