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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
饶兵，刘建勋

（湖北省浠水县团陂镇中心卫生院，湖北  浠水）

摘要：目的  总结分析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肺炎
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其中对照组应用阿奇霉素治疗，观察组联合应用喜炎平与阿奇霉素治疗，观察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疗效 91.67% 明显高于对照组疗效 78.3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儿发热消失时间（3.6±1.1）d、咳嗽消失时间（3.9±0.8）d、气喘消失时间（4.8±0.5）d、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4.1±0.3）d 均明显短
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更高，有助于促进临床症状
改善，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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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小儿肺炎属于婴幼儿时期的一种常见疾病，也是其常见

致死原因，包括感染病原体、吸入羊水、过敏反应等致病因素
引起肺部炎症，患儿出现咳嗽、发热、呼吸急促、肺部湿啰音
等 [1]。临床若不能彻底治愈会影响患儿生长发育，目前临床
上还缺乏特效药物能彻底根治，主要选用缓解临床症状的治
疗方案 [2]。现就我院收治的 120 例肺炎患儿的治疗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择 2016 年 6 月 至 2018 年 6 月 我 院 收 治 的 120 例 肺
炎患儿为研究对象，入组患者均具有咳嗽、发热、气促等临床
症状，符合小儿肺炎诊断标准，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过敏
性体质患儿及合并心内科重症患儿。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
照组各 60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2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1~8
岁，平均（3.8±1.2）岁；病程 3~18d，平均（6.5±1.2）d。观察
组：男性 26 例，女性 34 例；年龄 1~7 岁，平均（3.3±1.5）岁；
病程 3~21d，平均（6.7±1.1）d。两组患儿的基本资料无统计
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接受抗感染、平喘、化痰等基础治疗。对照组

静脉滴注 10mg/kg 阿奇霉素，滴注时间 1h 以上，连续治疗 5d。
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喜炎平治疗，2mg/kg 喜
炎平 +250mL 葡萄糖注射液（5%）稀释后进行静脉滴注，
1 次 /d，连续治疗 7d。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治愈：患儿治疗后发
热、咳嗽、肺部湿啰音等症状消失，X 线检查病灶消失或明显
缩小；好转：患儿治疗后发热、咳嗽、肺部湿啰音等症状好转，
X 线检查病灶缩小；无效：患儿治疗后发热、咳嗽、肺部湿啰
音等症状无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差异在 P<0.05 时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观 察 组 患 儿 发 热 消 失 时 间（3.6±1.1）d、咳 嗽 消 失 时
间（3.9±0.8）d、气 喘 消 失 时 间（4.8±0.5）d、肺 部 湿啰音
消失时间（4.1±0.3）d 均明显短于对照组，且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s, d）

组别 例数 发热 咳嗽 气喘 肺部湿啰音

观察组 60 3.6±1.1 3.9±0.8 4.8±0.5 4.1±0.3

对照组 60 6.2±0.9 5.1±0.9 6.2±0.9 6.6±0.5

t 14.1701 7.7192 10.5329 33.2106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疗效比较
观 察 组 治 疗 总 疗 效 91.67%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疗 效

78.3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疗效比较（n, %）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疗效

观察组 60 22 33 5 91.67 ▲

对照组 60 21 26 13 78.33

注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χ2=4.1830，P<0.05）。

3   讨论
小儿肺炎是呼吸系统中一种常见的多发疾病，也是婴幼

儿死亡的重要影响因素。小儿自身气道狭窄、免疫功能较低、
缺乏有效咳嗽反射，在病毒、细菌侵犯后其黏液增加、排痰困

难，因而极易出现肺部感染，并随之使得 IL-6、CRP、IL-8 等
炎性因子过量释放 [3]。同时，吸进内毒素还会引起全身炎症
反应及高热反应，损伤免疫系统 [4]。临床上目前尚无治疗小
儿肺炎的特效药，主要根据患儿实际情况进行化痰、止咳、平
喘、抗感染等对症治疗，阿奇霉素是其常用的抗感染药物之
一，但其用药后可引起患儿腹泻、呕吐、恶心等，影响临床疗
效 [4]。喜炎平是中药提取物，主要成分穿心莲总内酯是水溶
性物质，具有很好的解毒、消炎、提高免疫力的药效，其药物
原理包括：①引入水基团后改变穿心莲内脂成分而阻断病原
微生物 DNA 复制；②抑制 IL-6、TNF-α 等炎性因子释放，发
挥抗炎效果；③抑制下丘脑 PGE 后破坏内毒素结构，缓解机
体损伤，促进机体退热。本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
总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各项临床症状消退时间明显短于对
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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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喜炎平联合阿奇霉素在小儿肺炎治疗中应用
效果肯定，可促进临床症状改善，提高疗效，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詹淑琴 . 布地奈德氧气驱动雾化吸入辅助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及
护理分析 [J]. 药品评价 ,2016,13(23):28-29.

[2]　 马力忠 , 莫庆仪 , 梁桂明 , 等 .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在小儿重症肺炎支原
体肺炎患者抢救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J]. 中国现代医生 ,2015,53(5):44-49.

[3]　 邓春晖 , 姚毅 . 常规疗法与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法治疗小儿肺炎的疗效
对比分析 [J]. 临床肺科杂志 ,2014,19(2):298-300.

[4]　 杜爱清 . 优质护理干预在小儿重症肺炎中的护理效果评价 [J]. 中国现
代医生 ,2016,54(16):163-168.

推广研究。

参考文献

[1]　 师红莉 , 许秋霞 . 多模态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J]. 中
国实用医药 ,2016,11(26):121-122.

[2]　 李冬雪 . 多模态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J]. 中国
卫生标准管理 ,2017,8(8):105-106.

[3]　 杨勇 , 杨一林 , 吕秀花 , 等 . 多模态影像技术在早期乳腺癌诊断中的对

比研究 [J].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2016,25(7):603-607.

[4]　 晁学文 . 多模态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用于诊断乳腺癌临床价值分析 [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 ,2017,4(31):6061.

[5]　 吴津民 , 王海宝 , 徐丽艳 , 等 .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 [J]. 安徽医学 ,2017,38(8):963-965.

[6]　 李波 . 多模态磁共振乳腺成像对乳腺癌诊断的价值研究 [J]. 基层医学
论坛 ,2017,21(16):2092-2094.

学 ,2013,20(6):710-711.

[7]　 万顺梅 , 万芙蓉 , 葛勤利 , 等 . 高原地区基层官兵脂肪肝、高脂血症高
血压相关性分析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1,21(29):3662-3664.

[8]　 周建邦 . 高原地区血脂与脂肪肝关系的调查分析 [J]. 内蒙古中医
药 ,2010,29(14):62.

声与钼靶联合应用于乳腺良恶性肿瘤诊断，联合诊断结果符
合率相比于单独使用其中一种方法明显要高，且具有可比性。

根据以上可得，使用彩色超声与钼靶联合能够更加准确
地诊断出临床乳腺肿瘤的良、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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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等优势，有助于指导临床及时给予适当的治疗，对提高患
者的透析成功率及存活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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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血流灌注，CT 增强扫描阑尾表现低强化或无强化。
螺旋 CT 扫描，能快速、准确地对阑尾炎做出正确的诊断，

并可发现除阑尾炎以外的其他病变，重视对阑尾炎 CT 影像
表现的学习，可以提高急性阑尾炎的诊断率，有较高的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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