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心酮滴丸可能是通过影响血清中微量元素的含

量 ,减轻了急性心肌细胞的损伤 ,表明益心酮滴丸抗

心肌缺血是多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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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佐治小儿细菌性肺炎临床观察

俞　蓉 

(无锡崇安人民医院 ,江苏 无锡　 214008)

　　小儿细菌性肺炎是常见的呼吸道疾病 ,一般采

用抗炎、止咳、化痰等进行治疗。 为了进一步改善患

儿的临床症状、缩短病程 ,本院在对小儿细菌性肺炎

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参附注射液 1周 ,考察

其佐治小儿细菌性肺炎的功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将 2002年 1月至 2003年 12月本

院收治的轻中度小儿细菌性肺炎患者 180例随机分

为两组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90例 ,其中治疗组男性

58例 ,女性 32例 ,年龄 4个月～ 10岁 ,平均 ( 4. 5±

1. 2)岁 ;对照组男性 49例 ,女性 41例 ,年龄 4个

月～ 9. 8岁 ,平均 ( 4. 4± 1. 1)岁。 两组在病情轻重、

性别构成、平均年龄等方面差异均不显著。诊断标准

参照小儿细菌性肺炎诊断标准
[1 ]
,同时具有白细胞

数> 10× 109 /L、 C-反应蛋白 ( CRP)> 20 mg /L (正

常值 < 8 mg /L )等生化指标。 排除并发休克、呼吸

衰竭、心脏衰竭、肺脓肿、渗出性胸膜炎等重症肺炎

及原发心、肺、肝、肾等疾病。

1. 2　方法:对照组按小儿细菌性肺炎常规治疗方法

(抗炎、止咳、化痰 )治疗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参附注射液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准文

号: 川卫药准字 ( 1998)第 013619号 , 1 mL /( kg·

d) ]加入 5%葡萄糖 100～ 250 mL稀释后静脉滴注 ,

每日 1次 , 1周为 1疗程。

1. 3　观察指标

1. 3. 1　症状与体征: 比较治疗组、对照组在治疗 1

周后咳嗽、咳痰消失人数 ,肺部 音消失人数及胸片

吸收人数有无显著性差异及治疗两周的疗效对比。

疗效判定:治愈标准为①精神食欲正常 ,体温稳定于

正常范围 ;②咳嗽及肺部 音消失 ;③X射线检查肺

部阴影基本吸收。好转标准: ①精神食欲改善 ,体温

正常或有波动 ;②咳嗽减轻 ,肺部 音减少 ;③ X射

线肺部阴影部分吸收。两者合称有效 ,凡两周后仍达

不到上述标准者称无效。

1. 3. 2　实验室检查: 血液体液免疫球蛋白定量测

定 ,比较治疗组、对照组在治疗 1周前后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 A有无显著性差异 (正常参考值 IgG

8. 0～ 16. 0 g /L , IgM 0. 5～ 2. 20 g /L , Ig A 0. 70～

3. 30 g /L)。

1. 4　统计学方法:数据进行 t检验或i2检验。

2　结果

2. 1　症状与体征:治疗组 1周后临床主要表现、胸

片吸收情况和治疗两周后的疗效对比分别见表 1和

2。 两组治疗两周后总有效率均为 100% ,但治疗 1

周后临床表现、胸片吸收情况以治疗组疗效尤为明

显 ( P < 0. 05)。

2. 2　实验室检查:两组患儿治疗前后的体液免疫变

化见表 3。对患儿体液免疫的改善治疗组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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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 1周后两组症状与体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ymptoms and body signs

in two groups af ter one week treatment

组别 总例数
咳嗽、咳痰消失

/例 /%

肺部 音消失

/例 /%

胸片 X线阴影吸收

/例 /%

治疗 90 78 86. 66* 85 94. 44* 55 61. 11*

对照 90 45 50. 00 55 61. 11 30 33. 33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P < 0. 05 vs cont rol group

表 2　治疗两周后两组疗效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rapat ic eff ect in two

groups af ter two weeks treatment

组别 总例数
治愈

/例 /%

好转

/例 /%

无效

/例 /%

有效率

/%

治疗 90 80 88. 89 10 11. 11 　 0 　　 0 100

对照 90 70 77. 78 20 22. 22 　 0 　　 0 100

表 3　体液免疫球蛋白 IgG、 IgM、 IgA测定结果

Table 3　 Determinat ion of IgG, IgM , and IgA in homor

组别 Ig G /( g· L- 1) IgM /( mg· L- 1 ) Ig A / ( mg· L- 1)

治疗 治疗前 6. 80± 1. 80 450± 320 600± 150

治疗后 11. 00± 3. 00* * 860± 350* 850± 170*

对照 治疗前 6. 50± 1. 00 470± 100 550± 150

治疗后 7. 00± 1. 20 580± 150 650± 15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 P < 0. 05　* * P < 0. 01 vs pre-t reatm ent of same group

照组。

2. 3　不良反应: 治疗组加用参附注射液 1周后 ,未

见有皮疹、消化道等不良反应。

3　讨论

　　目前 ,对小儿细菌性肺炎 (除重症肺炎 )的治疗 ,

一般并不困难 ,唯如何进一步加速其临床表现的好

转 ,缩短病程 ,促进早日康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

据有关报道 ,小儿呼吸道感染均存在免疫功能失调 ,

因而在治疗中除抗感染对症外 ,采用相应的免疫调

节疗法是有益的
[2 ]
。动物实验表明 ,参附注射液具有

一定的增强机体非特异抵抗力作用 ,且通过Ⅳ型变

态反应实验 ,观察到参附注射液对特异性细胞免疫

功能有正向作用 [3 ]。因而 ,本院对小儿细菌性肺炎常

规治疗同时加用参附注射液对患儿的治疗是有利

的。 初步结果显示 ,加用参附注射液 1周后 ,患儿的

临床症状、肺部 音消失、X射线胸片肺炎基本吸收

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说明参附注射液对改善症

状、缩短病程、提高免疫力、促进早日康复方面有较

好的效果 ,值得临床进一步探讨。在治疗过程中未增

加明显的不良反应 ,临床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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