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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辛苍汤对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慢性气道炎症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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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临床研究，观察辛苍汤对小儿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慢性气道炎症的治疗作用。 

方法：将60例哮喘缓解期患儿分为两组，辛苍汤口服治疗组和酮替芬口服对照组各30例。

临床治疗3个月后，观察患儿疗效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计数（eosinophil, EOS）、血

清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 IgE）、血清白细胞介素-4（interleukin 4, IL-4）、白细

胞介素-5（interleukin 5, IL-5）及肺功能的变化。 

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83.3%，对照组为80.0%，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

EOS、IL-5浓度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第1秒钟用力

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明显改善，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由祛风药辛夷和苍耳子组成的辛苍汤治疗哮喘缓解期慢性气道炎症，具有降低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浓度和血清IL-5浓度、降低气道阻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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