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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无 明显不良反应 ，
因此值得推广使用 。

【 陶红 ， 林庆锋 ， 张韬 ， 等 治疗 手足 口 病 中 药 的灰关联

分析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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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 的 ： 观察清热化痰汤治 疗痰热 闭 肺型 小儿肺炎 的临床疗 效。 方法 ： 将 例 患儿随机分为 组

各 例 。 对照组静脉滴注菌必治和病毒吐 ；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 用 清热化痰汤 口 服 ， 疗程均 为 天 。

结果 ： 治愈率治疗组 ， 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弄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 总有效率治疗 组

对照组
，
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 治疗后 组临床证候积分均 明显降低 ， 与

治疗 前比较 ，
差异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 （ 。 治疗后 治 疗组积分低于 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尸

；
治疗 组治疗前后积分差值高 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 。 结论 ： 清热化痰汤 治 疗痰热 闭

肺型 小儿肺 炎可缩短疗程 ， 提高治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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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是威胁我国儿童健康 旳严重疾病之 科学》 中相关标准 ；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符合 《中 医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均 较高 。 笔者 年 儿科学》 肺炎喘嗽痰热闭肺型的症候诊断标准 。

月 年 月 对 痰热闭肺 型小儿肺炎采用清
—般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本院儿科住院的痰热

热化痰汤联合西药治疗 ， 取得较好疗效
，
现报道如 闭肺型小儿肺炎患者 ，

共 例 ， 随机分为 组各

下 。 例 。 治疗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临床资料 平均 岁 ； 平均 病程 ± 天 。 对 照组 男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符合 《堵福棠实用儿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岁

； 平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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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天 。 组性别 、 年龄 、 病程等经统计学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治疗后治疗组积

处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屮 ，

具有可比性。 分低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治疗

治疗方法 组治疗前后积分差值高于对照组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对照组 菌必治 加入 葡萄糖注射 （ 。

液 中静脉滴 注 ，
每天 次 ； 病毒唑 加 入

生 。 。 如

一一丄 一丄 一甲 表 组治疗刖后临床证候积分比较 无 ± ■ 分

葡萄糖注射液中 静脉滴注 ’
每天 次 。

组 别 治疗前 治 疗后

治 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 清热化痰汤 治疗 组 ± ±

口 服 。 处方 ： 黄芩 、 连 翘 、 鱼 腥 草 各 ，
石 裔 对 照 组 ± ± ①

麻黄 ， 荆芥 、 苦 杏仁 、 瓜蒌 、 桑 白 皮 、 前

—

与 本组 治 疗前 比较 ， ① 与对照组 比较 ’ ②尸

胡 、 葶苈子 、 紫苏子各 ，
生地黄 、

五味子 、 甘草

各 。 煎药机煎煮为每 剂 袋 ， 热塑包 装 ，
每 袋

。 用 法 ： 岁每 天 ，
分 次热服 ； 小儿肺炎是小儿常见病 ， 多 发病 ， 属中 医学肺炎

岁每天 ，
分 次热服。 喘 嗽范畴 。 本病 以感染细菌或病毒 ，

引起肺组织充
均 以 天 为 疗程 ，

疗程后判断疗效 。 血 、 水肿 、 炎性细胞浸润 为主的病理变化 。 笔者耐

观察项 目与统计学方法 长期临床观察
，

认为本病多 由外感风热或风寒之邪不

观察项 目 观察 组发热 、 咳嗽 、 略痰 、 喘促 、 解
，
郁而化热

，
热邪入里

，
炼液为痰

，
痰热互结 ，

形

肺部哮 音等变化 ，
采 用积 分法记录 。 治疗前和第 成肺炎喘嗽

，
痰热闭肺型 。 因此

，

治疗以清肺化痰 、

天各记录 次
，
分无 、 轻 、 中 、 重 级

，
分别记 、 止咳平喘为主 。 方中黄莘 、 连翅 、 石膏 、 鱼腥草清热

、 、 分 。 观察 比较 组临床疗效 。 泻肺 ； 麻黄 、 荆芥宣肺开闭
，
意在 火郁发之

“

；

苦

统计 学方法 使用 统计学软件 ，
计 杏仁、 瓜蒌 、 桑 白皮 、 前胡 、 紫苏子 、 葶苈子清热化

数资料采用 检验 。 痰止咳平喘 ； 生地黄 、 五味子引 火归元 ， 纳气平喘 。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诸药合用起到清热化痰 、 宣肺开 闭的作用 。 相 关研究

疗效标准 参考 《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制 表 明 ， 中药主要通过直接清除 内毒素 、 抗内毒素诱发

定 ： 治愈 ： 临床症状体征消 ， 线胸片 阴影 明显吸 的细胞 因子或炎性因子 、 改善微循环等途径实现保护

收 ；

显效 ： 体温正常
，
咳椒 、 略痰 、 喘促主症消 失 ， 脏器组织细胞的作用％ 观察结果显示 ： 组治疗方

其他症状明 显好转 ，
肺部体征 明显好转 ； 有效 ： 发 法都能起到较好的治疗作用 ， 但治疗组洽愈率显著高

热 、 咳嗽 、 咯痰 、 喘促主症减轻及肺部体征有所好 于对照组 证候改善方面治疗组临床证候

转 ； 无效 ： 症状 、 体征无改善或加重。 积分下降也低于对照组 。 结果表明 ， 应用
組临床对 效比较 见表 。 洽愈率洽疗组为 清热化痰汤 为主 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痰热闭肺型小儿

对照组 ，

组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 肺炎可提高治愈率 ， 值得进

一步研究应用 。

著性意义 。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对照组 组比较 ，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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