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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肺部感染30例疗效观察

张金龙谭亚萍

(四川省绵阳I仃中医院机关分院内科，四川省绵阳市红星街75号，621000)

摘要 目的：观察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肺部感染的疗效。方法：将临床确诊为肺部感染的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30例

采用头孢曲松钠或乳酸左氧氟沙星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连花清瘟胶囊口服。疗程7d。疗程结束后观察2组细

茵学疗效、临床症状及体征的变化和总有效率，并观察药物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后细菌清除率治疗组为80．0％，而对照组为

50．0％；临床总有效率治疗组为96．7％，而对照组为83．3％。2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尸<O．05)；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组

为33．3％，对照组为26．7％，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肺部感染疗效显著，药物安全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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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呼吸道感染(如急、慢性支气管炎、肺炎等)临

床以抗感染治疗为主。我们在抗感染的同时联合连花

清瘟胶囊治疗30例，其细菌清除率、临床症状及体征

消除率、临床有效率及药物不良反应率均有明显改善，

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60例患者均来自我院2008年1月一

2009年2月的门诊及住院的肺部感染患者。病例人

选标准：1)年龄>18岁<65岁；2)均根据病史、临床

症状、体征及x线片和细菌学培养确诊急、慢性支气管

炎，支气管肺炎，大叶性肺炎；3)伴随有心、肾、肝功能

不伞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除外；4)发病后12h内未使

用激素、解热镇痛西药、治疗感冒中药及抗病毒药物；

5)妊娠及哺乳期妇女除外。其中男40例，女20例，年

龄(48±11)岁。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30例。

其中对照组男2l例，女9例，急性支气管炎6例，慢性

支气管炎急性发作8例，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并感染9

例，肺炎4例，支气管哮喘并感染3例；治疗组男19

例，女11例，急性支气管炎4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

作9例，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并感染10例，肺炎5例，

支气管哮喘并感染2例。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及疾

病构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具有

可比性。

表l 2组细菌清除率比较[株(％)]

注：2组比较，经x2检验或l检验：‘P<O．05。

1．2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头孢曲松钠2．09静脉滴

注，每日2次，对头孢类药物过敏者采用乳酸左氧氟沙

星0．29静脉滴注，每日2次，连用7d。治疗组在对照

组的基础上加用连花清瘟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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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生产)口服，每次4粒，每日3次，连用7d。

以上2组均根据患者病情酌情选用平喘药、祛痰及镇

咳药，但同时避免使用其他抗生素、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和非甾体类抗炎药。

1．3观察指标每日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的

改变情况(包括体温、咳嗽、咯痰量、痰液性质、有无呼

吸困难、胸痛、紫绀及肺部哕音等)。治疗前及停药后

行血、尿常规，胸部x线片，肝、肾功能和痰细菌学检

查，以及不良反应的观察。

1．4疗效评定标准根据卫牛部1993年颁布的《抗

菌药物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疗效判断分为4级：痊愈、

显效、进步、无效。痊愈：临床症状、体征、实验窜及病

原学检查4项均恢复正常；显效：病情明显好转，但上

述4项中有1项未完全恢复正常；进步：用药后病情有

所好转，但不够明显；无效：用药72h后病情无明显进

步或有加重者。痊愈及娩效合计为有效，据此计算总

有效率。

1．5统计学方法2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f检

验，2组间计数资料比采用Ridit分析、x2检验。

2结果

2．1细菌清除率比较 治疗组病原茼清除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订‘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的比较治疗组临床症状

及体征明屁高于对照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

2．3疗效比较治疗组I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3。

表3 2组临床疗效的比较[例(％)】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自．效 无效总有效率(％)

治疗组30 16(53．3)10(33．3)3(10．0)l(3．3) 96．7一

对照组30 10(33．3)9(30．O)6(20．O)5(16．7) 83．3

注：与对照组比较，一P<O．0l。

2．4不良反应皮疹：治疗组2例，对照组3例；白细

胞减少：治疗组2例，对照组l例；胃肠道反应：治疗组

6例，对照组4例；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组为

33．3％，对照组为26．7％；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60例均无肝、肾及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以

上不良反应均无需停药而退出研究。

3讨论

肺部感染西医治疗首先应积极抗感染治疗，同时

应辅以其他对症治疗，而中医认为肺部感染多为热毒

雍肺、雍阻肺络，所以重在宣肺泄热、宣畅肺气抑清泄

肺中雍闭之毒热也【2J。所以我们选用连花清瘟胶囊

与抗生素和对症药物联合治疗肺部感染具有很好的疗

效，痊愈率及有效率均高于传统的治疗方案。

连花清瘟胶囊来源于中医古方银翘散和麻杏石甘

汤，方中麻黄、连翘、薄荷外疏卫表，并佐以板蓝根、鱼

腥草、贯众、金银花清热解毒，石膏为清气分热之霞剂，

同时与麻黄配伍即叮遏制其温散之性又能加强宣泄肺

热之效，而红景天具有益气养阴、清肺化瘀的作用从而

真正的做到了卫气同治，表里双解之功效。肺部感染

具有发病急、转变快的特点，中药治疗肺部感染应先证

用药，阻止病势发展。而连花清瘟胶囊在病变早期即

麻杏石甘汤来宣泄肺热、通腑泄肺逐瘀，因肺与大肠

相表里，腑气下通而肺热自从而阻断疾病向营血的

发展。

连花清瘟胶囊从中医组方来看符合中医治疗炎性

疾病的特点，而且具有明确的抗病毒作用，对急性肺部

感染效果显著。连花清瘟胶囊还具有抑制体内炎症介

质的释放，并减轻炎症引起的肺组织的损伤作用∞J。

肺部感染足肺部一种炎症性疾病，与肺部免疫相关，而

连花清瘟胶囊对肺部免疫具有调节作用H]，根据传统

和现代医学理论我们选用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肺部疾病

通过细菌清除率、临床症状及体征消除率、有效率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本研究表明连花清瘟胶囊治疗肺部感

染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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