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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参附注射液对儿童哮喘临床疗效。方法：将７２例哮喘患儿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３６例，采用
常规治疗加用参附注射液１ｍＬ·ｋｇ１·ｄ１，ｑｄ，共用４～１４ｄ；对照组３６例，采用常规治疗。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
前后相关临床指标。结果：治疗组的临床症状、体征、疗程、血清 ＩｇＧ、Ｔ淋巴细胞中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及动脉血氧分压
（ＰＯ２）、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２）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结论：参附注射液对改善哮喘患儿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缩短病程、
调节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有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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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研究和探讨参附注射液治疗儿童哮喘的作用，
２０００年９～１１月，笔者采用参附注射液治疗哮喘患儿
３６例，进行疗效观察，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７２例哮喘病［１］患儿进行随机分

组，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３６例；男４２例，女３０例，年龄２
个月～１４岁。７２例哮喘患儿中合并肺部感染者 ３１
例，其中治疗组１４例，对照组１７例。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加用参附注射
液（深圳南方制药厂·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１
ｍＬ·ｋｇ１·ｄ１，加入 ５％ ～１０％葡萄糖溶液 ５０～１００
ｍＬ中稀释，静脉滴注，ｑｄ，疗程４～１４ｄ。对照组采用
常规治疗。

１．３　观察项目　临床症状和体征，静脉血常规，肺部
Ｘ线片、肺部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或磁共振（ＭＲＩ），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血

气分析。

２　结果
①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症状和体征好转平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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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３．５，６．２ｄ和４．２，７．８ｄ，Ｐ＜０．０１，差异有极
显著性。②治疗组与对照组静脉血白细胞总数、分类
中嗜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在治疗前后差异均无显著

性，见表１。③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痊愈平均疗程结
果显示：单纯的哮喘患儿分别为５．１，６．４ｄ，Ｐ＜０．０５，
差异有显著性。合并肺部感染患儿分别是６．８和９．３
ｄ，Ｐ＜０．０１，差异有极显著性。④血清免疫球蛋白和
Ｃ３、Ｃ４在治疗前后的检测结果：治疗组 ＩｇＧ治疗后明
显升高，Ｐ＜０．０１，ＩｇＡ、ＩｇＭ及 Ｃ３、Ｃ４治疗后均升高，
Ｐ均＜０．０５，见表２。对照组在治疗前、后比较 Ｐ均 ＞
０．０５。⑤治疗组用参附注射液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
群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动态变化：治疗前检
测３６例，治疗后复查其中的３０例，结果上述检测项目
均升高，Ｐ均＜０．０１，差异有极显著性。见表３。⑥治
疗组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静脉血常规变化 珋ｘ±ｓ

分组 例数ＷＢＣ／×１０９·Ｌ１ Ｎ Ｌ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５ ６．６±１．８ ０．５６±０．１０ ０．４０±０．２０
　治疗后 ２９ ５．９±１．６ ０．５４±０．１５ ０．３２±０．１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４ ５．６±１．７ ０．５３±０．１２ ０．４４±０．１０
　治疗后 ３０ ６．２±１．８ ０．５５±０．１０ ０．４６±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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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均＞０．０５
　　　　　　　　　　　　　　　　　表２　血清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和Ｃ３、Ｃ４的改变 ｍｇ·Ｌ１，珋ｘ±ｓ

项目
治疗组

治疗前（３６例）　　　　　 治疗后（３３例）　　　　　
对照组

治疗前（３５例）　　　　　 治疗后（３０例）　　　　　
ＩｇＧ ６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 ６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ＩｇＡ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３ 　５２０．０±１６０．０ 　６８０．０±１００．０２

ＩｇＭ ５００．０±３００．０ ８５０．０±４００．０３ ５５０．０±１００．０ ５８０．０±２００．０２

Ｃ３ 　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３　　　 　９２０．０±１５０．０ 　９６０．０±１００．０２

Ｃ４ １５０．０±５０．０ ２８０．０±３０．８３　　　 １４０．０±４０．５ １５０．０±３０．０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１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３Ｐ＜０．０５

与对照组动脉血气分析检测率分别为 ９４．４４％（３４／
３６）和９１．６７％（３３／３６），而复查率分别为８８．２４％（３０／
３４）和９０．９１（３０／３３）；观察其中动脉血氧分压（ＰＯ２）
和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２）指标，治疗组在治疗前后 ＰＯ２和
ＳａＯ２均明显升高（Ｐ均＜０．０１），对照组治疗前后 ＰＯ２
和ＳａＯ２也有所升高（Ｐ均＜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治疗组治疗前后Ｔ淋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珋ｘ±ｓ

项目 治疗前（３６例）治疗后（３０例） ｔ值 Ｐ值
ＣＤ３　　 ５０．５２±６．２７ ６３．１６±８．０８ ２０．１９ ＜０．０１
ＣＤ４　　 ２８．６５±３．３５ ３６．８４±５．６１ １８．３２ ＜０．０１
ＣＤ８　　 １８．２３±１．８７ ２６．５５±３．６７ １６．３８ ＜０．０１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２８±０．５８ ２．１６±０．４３ ８．２６ ＜０．０１

　　表４　动脉血氧分压和血氧饱和度的比较 珋ｘ±ｓ

分组 例数 ＰＯ２／ｍｍＨｇ ＳａＯ２／％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４ ７６．０±１０．６ ９２．０±３．２
　治疗后 ３０ 　９０．０±５．２１ 　９７．０±２．１１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３ ７７．０±８．５ ９１．０±４．６
　治疗后 ３０ 　８３．０±８．１２ 　９４．０±２．７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１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儿童哮喘的病因以及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临床上治

疗大多数采用包括西药治疗和对症处理的综合措施，缓

解或减轻临床症状，缺乏中医中药治疗方法。参附注射

液的主要成分为人参和附子。我们研究发现，参附注射

液对改善哮喘患儿的临床症状、体征及肺部Ｘ线片、ＣＴ、
ＭＲＩ病变和缩短病程有明显作用，尤其对哮喘合并肺部
感染患儿的痊愈平均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极显著性。

对患儿静脉血白细胞总数及分类没有影响（表１）。哮
喘患儿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紊乱，主要表现在

ＩｇＧ和Ｔ淋巴细胞功能失衡。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治
疗组和对照组ＩｇＧ均有下降，但治疗组患儿经参附注射
液治疗后ＩｇＧ滴度明显上升（表２）。测定Ｔ淋巴细胞中
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结果发现，治疗前哮喘患
儿均有不同程度改变，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表

３）。说明参附注射液在哮喘患儿中有调节免疫之功能。
临床结果还表明，参附注射液对改善血氧分压和血氧饱

和度有积极的意义。哮喘患儿使用该药有较快改善缺

氧的临床作用（表４）。在３６例接受参附注射液治疗的
患儿中，未见药物皮疹、消化道症状及输液反应等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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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１，男，２４岁，因阑尾炎入院。体检：一般情况好，术后为
减轻疼痛，予以奈福泮注射液２０ｍｇ（山东华鲁制药厂生产，批
号：９８１２１４），ｉｍ，２０ｍｉｎ后，患者出现寒颤、胸闷、心悸、面色苍
白、四肢末端冰冷、口唇发绀、脉细弱，Ｒ２８次·ｍｉｎ１，ＨＲ１５０
次·ｍｉｎ１，律齐，ＢＰ６０／３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考虑为
过 敏 性

休克。立即予以吸氧，地塞米松１０ｍｇ，ｉｖ，肾上腺素１ｍｇ，ｉ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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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嗪注射液５０ｍｇ，ｉｍ，症状逐渐减轻，ＢＰ升至１０５／７５ｍｍＨｇ，１４
ｈ停用升血压药物，血压一直稳定正常水平。

例２，男，６０岁，有高血压病史，治疗好转，以往无药物过敏
史。因股骨颈骨折入院。体检，一般情况好，行闭合穿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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