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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临床观察 

张秀英，胡  玲，赵国华，吴国栋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江苏 南京  ONMMMM 

摘  要：目的  评价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的有效性。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将 NOM例支气管肺

炎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采用基础治疗，试验组给予小儿肺热咳喘颗粒联合基础治疗，观察两组患儿的疾病

总体疗效、中医证候疗效，发热、咳嗽症状起效及消失时间，治疗前后中医主症积分情况。结果  两组患儿疾病的总体疗效

均为 NMMB，治疗组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VMB，对照组为 USKSTB，两组患者在发热、咳嗽起效及消失时间及治疗前后中

医主症积分等方面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MKMR）。结论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是一种适用于儿童肺炎的具有解热、止咳

作用的中药颗粒，其疗效可靠，值得在儿科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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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n uiaoer ceire hechuan dranule in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pneumonia=

weAkd uiuJyingI er iingI weAl duoJhuaI tr duoJdong 
vizheng eospitaäI arum qower eospitaä droup of kanjingI kanjing ONMMMMI China 

AbstractW lbjective  qo evaäuate the effects of uiaoer ceire hechuan dranuäe for treating chiädren with bronchiaä pneumoniaK 
jethods  A randomäy controääed triaä was usedK lne hundred and twenty chiädren with bronchiaä pneumonia were studiedK qhe 
chiädren in the experimentaä group were given uiaoer ceire hechuan dranuäe combined with basic treatmentI and in the controä group 
onäy treated by basic treatmentI then the chiädren with the disease in thes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o evaäuate the generaä curative 
effectI traditionaä Chinese medicine EqCjF syndrome efficacyI symptoms of feverI and cough disappeared tim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qCj primary symptom integraK oesults  qhe overaää efficacies in diseaseI syndromes curative effectI cough effect 
disappeared timeI primary symptom score after therapy and hospitaä days for chiädren in the two groups had statisticaä significance 
Em Y MKMRFK Conclusion  uiaoer ceire hechuan dranuäe is appäicabäe to the treatment of infantiäe pneumonia by antipyretic and 
antitussive functionI promoting the puämonary raäes absorptionI and shortening the course of treatmentK 
hey wordsW uiaoer ceire hechuan dranuäeX bronchiaä pneumonia in chiädrenX randomäy controääed triaäsX feverX cough 
 

支气管肺炎是儿童时期常见病、多发病。我国

每年约有 PM万左右 R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占西太

平洋地区 R 岁以下儿童肺炎死亡总数的 OLP。抗生

素的应用极大降低了死亡率，但其不合理应用也导

致了大量耐药菌株的出现，因此选择合适的治疗药

物显得尤为重要。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由麻黄、苦杏

仁、生石膏、甘草、金银花、连翘、知母、黄芩、

板蓝根、麦冬、鱼腥草等组成，具有清热解毒、宣

肺止咳、化痰平喘的功效xNz，临床上对肺炎喘嗽属

痰热壅肺者疗效较好。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对照设计，

与西医基础治疗对照，对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儿

童肺炎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N  资料与方法 
NKN  一般资料 

收集于 OMNQ年 NM月—OMNR年 NM月在南京鼓

楼医院集团仪征医院住院的支气管肺炎患者 NOM
例，将患儿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

SM例（男 PN例，女 OV例），平均年龄（PKRM±NKUU）
岁；对照组 SM（男 OV 例，女 PN 例），平均年龄

（PKQT±NKRU）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稿日期：OMNSJMOJOR 
作者简介：张秀英，女，吉林人，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bJmaiäW pcxtcm]NSPKcom 



中草药= = Chinese=qraditional=and=eerbal=arugs= =第 QT卷=第 NN期= OMNS年 S月 

    

·NVPO·=

NKO  诊断标准 
NKOKN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NVUS年《小儿四病防治方案》中的小儿肺炎诊断依据，

NVUT 年全国小儿呼吸疾病会议制定的标准xOz。① 急
性发病；② 有发热（热度可高可低，部分可无发

热）、咳嗽、喘憋、呼吸困难（如鼻翼煽动、三凹

征、点头样呼吸、呻吟）等症状，幼婴、体弱儿及

营养不良可表现不明显；③ 听诊肺部有中细湿啰

音或呼吸音减弱；④ 胸部 u线摄片有斑片状阴影。 
NKOKO  中医辨证标准xPJQz  痰热壅肺：咳嗽，痰黄白

黏稠，咳痰不爽，咳时面赤唇红，或伴发热口渴，

咽喉痛，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NKP  纳入及排除标准 
NKPKN  纳入标准  （N）符合小儿肺炎西医诊断标

准；（O）符合中医肺炎喘嗽诊断标准；（P）年龄≤

NQ岁，且＞N岁；（Q）病程不超过 TO h者；（R）理

解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者。 
NKPKO  排除标准  （N）不符合本病诊断标准和辨

证标准者；（O）有高热惊厥史者，重度营养不良者，

或伴有其他心、肝、肾及造血等系统严重原发疾病

者；（P）过敏体质及对本试验所用药物组成成分过

敏者；（Q）正在参加其他药物临床试验者；（R）根

据医生判断，容易造成失访者。 
NKQ  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试验组在基础

治疗的基础上，口服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海南葫芦

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OMNRMUMO），P
周岁以下 N次 Q g（N袋），N日 P次；P周岁以上 N
次 Q g（N袋），N日 Q次；T周岁以上 N次 U g（O
袋），N日 P次；基础治疗方案为西医治疗，合并细

菌感染加用 ff代头孢类抗生素静脉滴注，合并肺炎

支原体感染加用阿奇霉素或红霉素静脉滴注，出现

发热、喘憋等症状给予对症治疗；对照组单用基础

治疗。用药 R～T d观察试验组与对照组患儿临床疗

效，比较两组疗效的差异。 
NKR  观察指标 

疗效性指标：（N）疾病疗效；（O）证候疗效；

（P）单一症状起效、消失时间。 
NKS  疗效判定标准 
NKSKN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N）临床痊愈：咳嗽、

咯痰及肺部体征消失或偶有咳嗽，体温恢复正常，

其他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评分比值下降≥

VRB；（O）显效：咳嗽、咯痰及肺部体征明显好转，

体温恢复正常，其他临床症状消失或好转，TMB≤

评分比值下降＜VRB；（P）有效：咳嗽、咯痰及肺

部体征好转，其他临床症状消失或好转，PMB≤评

分比值下降＜TMB；（Q）无效：咳嗽、咯痰及肺部

体征无明显变化或加重，其他临床症状也多无改善

或加重，评分比值下降＜PMBxPz。 
总有效率＝E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FL总例数 

NKSKO  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标准  （N）痊愈：证候累

计分值下降≥VRB；（O）显效：证候累计分值下降在

TMB～VRB；（P）有效：证候累计分值下降在 PMB～
SVB；（Q）无效：证候累计分值下降不足 PMBxQz。 

总有效率＝E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FL总例数 
NKSKP  退热止咳作用判断标准  （N）发热 ①起效

时间：首次用药后，在未采取其他退热措施下，至

腋温较用药前下降≥MKR ℃的时间；②消失时间：

首次用药后，在不用退热药的情况下，至腋温

PTKR ℃以下的时间，且持续 OQ h 及以上。（O）咳

嗽 ①起效时间：首次用药后，在未采取其他止咳

措施下，咳嗽评分达到下降一级及其以上所需的时

间；②消失时间：首次用药后，在未采取其他止咳

措施下，咳嗽评分为 M的时间，且在随后的治疗中

未再复发xRz。 
NKT  不良反应观察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有无过敏反应、皮

疹、恶心、呕吐、腹泻、胸闷、气促、药物热等症

状出现。 
NKU  统计学方法 

采用 pmpp NTKM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 ±x s表示，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率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χO检验。 
O  结果 
OKN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结果见表 N。试验组痊

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m＜MKMR）。 
OKO  两组患儿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两组患儿痰热壅肺证中医证候疗效比较结果

见表 O。试验组中医证候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显

著（m＜MKMR）。 
OKP  两组患儿单一症状起效及消失时间比较 
OKPKN  发热起效及消失时间  两组患儿发热起效

及消失时间见表 P。试验组患儿发热起效、消失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显著（m＜MKMR）。 
OKPKO  咳嗽起效及消失时间  两组患儿咳嗽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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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  两组患儿疗效比较 
qable N  Comparison=on=clinical=therapeutic=effect=of=children=in=two=groups=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试验 SM PNG RNKSS OR QNKST Q SKST M M NMM 
对照 SM ON  PRKMM PS SMKMM P  RKMM M M NMM 

与对照组比较：Gm＜MKMR，下同 
Gm Y MKMR vs controä groupI same as beäow 

表 O  两组患儿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qable O  Comparison=on=therapeutic=effect=in=qCj=symptom=of=children=in=two=groups=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例数 占比LB 

试验 SM  OOG PSKST NO OMKMM OM PPKPP S NMKMM VMKMM 
对照 SM NO OMKMM NM NSKST PM RMKMM U NPKPP USKST 
 

表 P  两组患儿发热起效及消失时间比较 E ±x s F 
qable P  Comparison=on=onset=and=disapeared=time=of=fever=
of=children=in=two=groups E ±x s F=

组别 例数 起效时间Ld 消失时间Ld 
试验 SM NKMS±NKNVG NKQN±NKSSG 
对照 SM NKQS±NKPU NKVU±NKUV 
 

及消失时间见表 Q。试验组患儿咳嗽起效、消失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显著（m＜MKMR）。 
OKQ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主症积分（发热和咳嗽）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主症积分（发热、咳嗽）比

较结果见表 R，试验组治疗后主症积分低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m＜MKMR）。 
OKR  不良反应 

两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过敏反应、皮

疹、恶心、呕吐、胸闷、药物热等症状。 

表 Q  两组患儿咳嗽起效及消失时间比较 E ±x s F 
qable Q  Comparison=on=onset=and=disapeared=time=of=cough=
of=children=in=two=groups E ±x s F 

组别 例数 起效时间Ld 消失时间Ld 

试验 SM OKTS±OKNOG RKMO±NKPQG 

对照 SM PKVS±OKPQ SKRU±NKOM 

表 R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主症积分比较 E ±x s F 
qable R  Comparison= on= qCj= score= symptom= of= children=
in=two=groups=E ±x s F=

组别 例数 
主症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 SM TKMM±OKRS  NKRS±NKPQG 

对照 SM TKNM±OKOU PKQR±NKVU 

P  讨论 
儿童肺炎是婴幼儿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为儿童

住院的最常见原因xSz。目前，随着环境污染、抗生

素滥用、医源性感染等问题的出现，儿童肺炎病原

菌种类不断发生变化，病原菌耐药性增加，多重耐

药菌株逐渐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儿童肺炎的治

疗难度。中医药在治疗小儿肺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尤其在改善小儿肺炎的症状、体征等方面具

有极大的优势。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为治疗儿童肺炎的常用中成

药，其以清热宣肺、止咳平喘的麻杏石甘汤为主方，

加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鱼腥草清热解毒，知

母、黄芩清泄肺热、麦冬滋阴，全方共奏清热解毒，

宣肺止咳之功。现代药理研究显示，麻黄中的麻黄

碱有较好的平喘作用xTz，杏仁水提取液能降低器官对

氨水剌激的敏感性，对抗组胺、乙酰胆碱、氯化钡

对气管平滑肌的兴奋作用，具有明显的止咳作用xUz，

金银花、连翘、板蓝根、黄芩等对细菌和病毒有较

好的抑制作用xVJNOz，鱼腥草xNPz通过抑制血中 qkcJα、
fiJ1β 和 fiJU的量发挥抗炎解热作用，麦冬有促进抗

体生成、延缓抗体消退，提高细胞免疫的作用xNQz等。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儿在疾病的总体疗效上，试

验组优于对照组（m＜MKMR），说明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联合基础治疗优于单一的基础治疗。 
痰热壅肺证是小儿肺炎实证阶段的常见证，因

此本研究以痰热壅肺证做为治疗前后中医主症积

分评价及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指标，结果显示试验组

痰热壅肺证的中医证候疗效及疗后主症积分均优

于对照组（m＜MKMR），说明加用小儿肺热咳喘灵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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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对小儿肺炎实证阶段的痰热壅肺证有较好疗效。

热、咳、痰、喘为痰热壅肺证 Q大主症，因此本研

究以发热、咳嗽为单一症状观察指标，结果显示试

验组的退热及镇咳效果优于对照组（m＜MKMR），说

明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有较好的解热、止咳作用。 
本研究仅观察了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的临床疗

效，其临床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其

治疗肺炎的作用机制也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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