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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沙美特罗替卡松联合噻托溴铵吸入剂对重度和极重度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eSX

#

的临床疗效$方法
!

("

例重度
OeSX

稳定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

例!治疗组给予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剂"

%"

%

!%"

%

D

!即每吸含丙酸氟替卡松
!%"

%

D

!沙美特罗
%"

%

D

#

#

吸%次!

!

次%天!同时给予噻托溴铵吸入剂"

#&

%

D

#!

#

吸%次!

#

次%天&对照组给予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

%"

%

!%"

%

D

#

#

吸%次!

!

次%天$疗程
#

年$观察治疗后急

性加重的次数及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ẀU#

#$结果
!

("

例共完成治疗观察
!0

例!实验组
#%

例!对照组
#,

例!治

疗后治疗组急性加重次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ẀU#

较对照组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结论
!

沙美

特罗替卡松联合噻托溴铵吸入剂对重度和极重度稳定期
OeSX

患者的疗效优于单用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

"关键词#

!

粉剂&

!

沙丁胺醇&

!

噻托溴铵&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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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eSX

%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

和多发病#以气流受限为特征#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并呈进行

性发展+

#

,

#患病率和病死率均高)因肺功能进行性减退#严重

影响患者的劳动力和生活质量)本科室采用沙美特罗替卡松

联合噻托溴铵$

@93@8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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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剂治疗重度*极重度稳定期

OeSX

患者#在减少急性加重及改善肺功能方面取得满意效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0

年
$

月在本院呼吸

内科确诊为重度和极重度
OeSX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0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
!""-

年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

南2

+

!

,诊断标准#肺功能分级
'!,

级)入组前
$

周均无急性

发作#行肺功能检查和舒张试验排除合并哮喘#无严重心血管

疾病基础)

("

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两组一般资料及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ẀU#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D

$

"."%

%)

$./

!

方法
!

全部患者均给予
OeSX

的常规治疗#包括戒烟*

注射疫苗*康复治疗*氧疗等)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治疗组吸入

沙美特罗替卡松$商品名!舒利迭#每吸含丙酸氟替卡松
!%"

%

D

#沙美特罗
%"

%

D

#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

#

吸"次#

!

次"天#

吸后清水漱口(噻托溴铵吸入剂$商品名!思力华#每吸
#&

%

D

#

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生产%#

#

吸"次#

#

次"天)对照组吸入沙美

特罗替卡松
#

吸"次#

!

次"天#吸后清水漱口)当患者因急性

加重入院时#给予抗感染*祛痰治疗#可短期应用全身激素#但

出院后应继续吸入原药物#治疗
#

年)

$.'

!

观察指标
!

$

#

%肺功能测定!治疗前后
ẀU#

($

!

%急性加

重的次数)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KSKK#"."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N\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D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例患者中
#

例因急性加重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

气#家属签字出院回家后死亡#最终
!0

例完成治疗观察#对照

组
#%

例#治疗组
#,

例)对照组治疗前后
ẀU#

无明显改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

%#治疗后治疗组
ẀU#

改善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同时治疗组治疗后

ẀU#

比治疗前亦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表

#

%)急性加重次数对照组平均
(.$

次#治疗组
#.0

次#亦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

对照组有
#

例声嘶#咽部不适(治疗组有
#

例口干)但程

度均轻微#加强漱口后症状基本缓解)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
ẀU#

比较&

N\B

+

/

(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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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
".-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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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对照组比较#

"

D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9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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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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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OeSX

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

病#与肺部对香烟烟雾等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性反应

有关#是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OeSX

目前居全

球死亡原因的第
,

位#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至
!"!"

年
OeSX

将位居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
%

位+

!

,

)因肺功能进

行性减退#故常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力和生活质量)

OeSX

稳定期则指患者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稳定或症

状轻微)稳定期治疗的目的是减轻症状#阻止病情发展#缓解

或阻止肺功能下降#降低病死率)

!""-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指出#对于
ẀU#

#

%"/

预计值$

'

级和
,

级%的患者应长期规律地吸入糖皮质激素#这

一治疗可减少急性加重频率#改善生活质量)联合吸入糖皮质

激素和
$

!

受体激动剂#比各自单用效果好)不同作用机制与

作用时间的药物联合使用可增强支气管舒张作用#减少不良反

应)

$

!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药物和$或%茶碱联合应用#肺功能

与健康状况可获进一步改善)

噻托溴铵是异丙托溴铵的衍生物#其对
M#

*

M!

*

M(

受体

的亲和力是相似的#但噻托溴铵与
M#

和
M(

受体的解离速度

要比异丙托溴铵慢
#""

多倍+

(

,

#

M#

和
M(

受体的慢速解离使

噻托溴铵有长效特性#临床上对
OeSX

患者具有强大*持久的

支气管扩张和保护作用#同时噻托溴铵还具有抗炎作用#它使

气道
!,A

保持开放#避免气道反复的塌陷和开放以及气道组

织间的摩擦#这本身可阻止气道炎性反应的发生(长期吸入可

增加深吸气量#减低呼气末肺容积#进而改善呼吸困难#提高运

动耐力和生活质量#也可减少急性加重频率+

!

,

)

根据1指南2

+

!

,

#本科室对于肺功能
'

*

,

级的
OeSX

患者

均予规律吸入沙美特罗替卡松#部分经济情况好的患者同时联

合给予噻托溴铵粉吸入剂)本研究表明#单独吸入沙美特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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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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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松患者的肺功能改善不明显#而联合应用噻托溴铵的患者肺

功能较治疗前有改善#急性加重次数亦比单用沙美特罗替卡松

吸入剂减少+

,

,

)

OeSX

患者由于反复住院#大多存在经济困

难#由于两药联合应用每月的费用达
&""

!

#"""

元#对于大部

分患者来说根本无力负担#所以本研究病例数并不太多)通过

本研究作者认为#虽然两药联用每月费用较高#但比急性加重

住院的花费还是可以节省不少#最重要的是两药联合应用有助

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肺功能#因此对于有条件的重度和

极重度
OeSX

患者仍可考虑两药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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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县
!"",

!

!""&

年结核病痰涂片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

张莉辉"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红河县
!"",

!

!""&

年结核病涂片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情况!为制订该县结核病防治措施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直接方法对
"

!

-%

岁有发热(咳嗽(咳痰症状
(

周或以上者进行痰涂片抗酸染色直接镜

检查找抗酸杆菌!并对涂片阳性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结果
!

!"",

!

!""&

年
%

年中共有阳性病例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

(

!""&

年涂片阳性肺结核患病情况分别为男
!!&

例和
!-!

例!女
##0

例和
#,%

例!两年中男

性均为女性的近
!

倍!好发年龄男性为
!%

!

%%

岁!女性为
#%

!

,%

岁$与
!"",

年结果相比均有上升趋势!且上升趋

势较明显$结论
!

应进一步贯彻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加强高发人群的预防管理工作!对遏制结核病高发态势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肺结核&

!

痰%微生物学&

!

染色与标记&

!

年龄因素&

!

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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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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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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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全球
!!

个结核病高发国家之一#患者数位居世界

第
!

位+

#

,

)为了解
!""!

年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实施以来红河

县肺结核流行现状和危害程度#本院于
!"",

年
!

月在全县开

展了结核病口痰涂片阳性年龄分布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对
!"",

!

!""&

年红河县
"

!

-%

岁人群中有

发热*咳嗽*咳痰症状
(

周或胸透异常及有可疑肺结核症状者

进行痰涂片抗酸染色直接镜检查找抗酸杆菌检查)

$./

!

方法
!

对阳性涂片患者按每
#"

岁为一个年龄段分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岁
-

个组

进行统计#并进行回顾性分析)

/

!

结
!!

果

!"",

!

!""&

年共查出抗酸杆菌阳性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涂片阳性患者的年龄及性别分布见表
#

)

表
#

!

痰涂片抗酸染色阳性患者年龄及性别分布&

&

(

年度
男性$岁%

"

!

#,#%

!

!,!%

!

(,(%

!

,,,%

!

%,%%

!

$,

'

$%

合计

女性$岁%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0( #$% !#- #%& #!% $$ &-- ,% 0" #"! #"# -! !0 !& ,$-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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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本县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病率很高#

疫情相当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及耐药

菌株的出现和传播#加之对结核病防治工作重视程度的下降#

!""$

年疫情出现了回升)从本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本组男

性涂片阳性率大于女性#好发年龄男性在
!%

!

%%

岁#女性在

#%

!

,%

岁)从涂片阳性统计年份上看#涂片阳性率逐年上升#

男*女性涂片阳性人数
!""-

年是
!""%

年的
!

倍#

!""&

年女性

涂片阳性人数是
!"",

的
(

倍)原因可能是近年来由于人民生

活水平及文化素质*就医意识的提高#检测人数增多#故涂片阳

性率也随之增加#但男*女性的好发年龄有一定区别#女性为青

春期*青年期和中年期#男性为青年和中年期)婴幼儿组和老

年组涂片阳性人数相对较少#可能与婴幼儿标本不易获取有

关#而老年组大多为年老体弱者#对疾病的耐受较差#经常应用

各种抗生素#从而影响涂片的阳性检出率有一定关系+

#1!

,

)因

此作者认为#应进一步贯彻落实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加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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