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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２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儿童哮喘的评价

郭　梅，荆安龙（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　４０１５２０）

　　【摘要】　目的　评价β２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以及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在治疗急诊儿童急

性哮喘中的应用。方法　搜索自建库至今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关于抗胆碱能药物、β２ 受体激

动剂在治疗儿童急性哮喘中的随机对照试验，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与数据提取，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０．２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　β２ 受体激动剂组在治疗失败率和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１ｓ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方面明显优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组，犗犚及９５％可信区间（９５％犆犐）分别为２．２７（９５％犆犐：１．０８～４．７５）

和１２．６（９５％犆犐：６．６１～１８．５９），在住院率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犆犐为１．１１（９５％犆犐：

０．６６～１．８６）。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组在治疗失败率、住院率和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方面明显优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组，犗犚及９５％犆犐分别为３．６７（９５％犆犐：１．４１～９．５０）、２．２８（９５％犆犐：

１．３９～３．７３）、１０．６５（９５％犆犐：５．８７～１５．４３）。结论　β２ 受体激动剂以及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在治疗急

诊儿童急性哮喘中的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抗胆碱能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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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急性哮喘的治疗包括吸入β２ 受体激动剂、吸入糖皮

质和氧疗［１］。对于严重以及危及生命的儿童急性哮喘，指南推

荐使用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进行治疗，但是指南

基于小数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而新的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已

经完成［２４］。本系统评价目的在于更新β２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

能药物以及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在治疗急诊儿童

急性哮喘应用方面的证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以“β２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儿童急性

哮喘”为检索词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据库，以“ａｎｔｉ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

“β２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ａｓｔｈｍａ”为检索词进行检索，限定发表类型为随

机对照试验，检索Ｐｕｂｍｅｄ和Ｅｍｂａｓｅ数据库，通过文献追溯方

式检索儿童哮喘相关的论著、刊物以及综述作为参考文献。

１．２　文献纳入标准　（１）研究人群应为小于１８岁的急性哮喘

患者，并确诊为哮喘；（２）干预组吸入β２ 受体激动剂或β２ 受体

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进行治疗，对照组吸入抗胆碱能药物

进行治疗；（３）试验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无语言限制；（４）包含

以下终点指标：治疗失败率、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１ｓ用力呼气

容积（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住院率。

１．３　文献排除标准　（１）未包含终点指标；（２）非急诊条件下

的研究。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推荐的风险偏倚

工具对文献进行评价［５］。包括７项内容，即随机方法、盲法、分

配隐藏、不完全数据、结局评估中的盲法、选择性报告结局和其

他偏倚来源［６］。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以上７项评价，做出“是”

（低度偏倚）、“否”（高度偏倚）和“不清楚”（缺乏相关信息或偏

倚情况不确定）。上述评价标准均为“正确或充分”者，发生各

种偏倚的可能性最小，评价其质量为“Ａ”级；有１项或１项以

上评价标准未描述则为不清楚，部分满足，有发生相应偏倚的

中度可能性，评价质量为“Ｂ”级；有１项或１项以上评价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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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或未使用，有发生相应偏倚的高度可能性，评价质量为

“Ｃ”级。

１．５　终点指标选择　根据文献主要内容，选择治疗失败率、住

院率和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作

为评价指标。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５．０．２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
［７８］。计数资料采用犗犚及

其９５％犆犐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ＭＤ及其９５％犆犐表示。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研究间的异质性采用 Ｑ检验，

存在异质性（犘＜０．０５）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无异质

性则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采用犐２ 对异质性进行定量分

析，犐２＜２５％为低度异质性，２５％≤犐２＜５０％为中度异质性，

犐２≥５０％为高度异质性，异质性来源于低质量文献，进行敏感

性分析，两组间异质性较大而无法寻找数据来源时，采用描述

性分析ＥＮＲＥＦ＿５。通过观察“漏斗图”判断文献的发表偏倚。

２　结　　果

２．１　纳入文献及收集的资料情况　根据检索式和纳入、排除

标准，最终有１４篇文献入选，入选１０２８例患者。其中报道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比较患者治疗失败率４篇
［５８］，住

院率４篇
［７１０］，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

分比３篇
［８，１１１２］。报道抗胆碱能药物与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

胆碱能药物进行比较患者治疗失败率３篇
［９１０，１２］，住院率６

篇［４，１１１４，１７１８］，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

分比７篇
［２３，１２，１４１６，１９］。

２．２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基线资料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基线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所有纳入研究均提及随

机分配，但部分未提供盲法或分配隐藏等信息，笔者尝试与纳

入研究作者信件联系，询问一些缺失的必要信息，但均未获得

回信。

２．３　终点指标变化

２．３．１　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的治疗失败率比较　

其中４篇文章报道了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的治疗失

败率，发现β２ 受体激动剂的治疗失败率明显优于抗胆碱能药

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犆犐为２．２７（９５％

犆犐：１．０８～４．７５）。

２．３．２　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的患者入院率　

其中４篇文章报道了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的患

者入院率，发现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相比，患者入院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犆犐为１．１１（９５％

犆犐：０．６６～１．８６）。

２．３．３　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相比患者接受治疗６０

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其中３篇文章报道

了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发现

β２ 受体激动剂与抗胆碱能药物相比患者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

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明显优于后者，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犗犚及９５％犆犐为１２．６（９５％犆犐：６．６１～１８．５９）。

２．３．４　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与抗胆碱能药物相

比的患者治疗失败率　其中３篇文章报道了β２ 受体激动剂联

合抗胆碱能药物与抗胆碱能药物相比的患者治疗失败率，发现

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在患者治疗失败率方面明显

优于抗胆碱能药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

犆犐为３．６７（９５％犆犐：１．４１～９．５０）。

２．３．５　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与抗胆碱能药物相

比患者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其中７篇文章报道了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与抗胆

碱能药物相比患者接受治疗６０ｍｉｎ后ＦＥＶ１变化量占预计值

的百分比，结果显示前者明显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犆犐为１０．６５（９５％犆犐：５．８７～１５．４３）。

２．３．６　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与抗胆碱能药物治

疗的患者住院率　其中６篇文章报道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

碱能药物与抗胆碱能药物治疗的患者住院率，结果显示前者明

显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犗犚及９５％犆犐为

２．２８（９５％犆犐：１．３９～３．７３）。

３　讨　　论

β２ 受体激动剂和抗胆碱能药物在治疗儿童哮喘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β２ 受体激动剂可通过激动气道平滑肌上的β２ 受体

使气道扩张，抑制肥大细胞释放过敏反应介质，改善哮喘状态

下的气道痉挛［１９２１］。抗胆碱能药物可通过抑制胆碱能药物作

用而使支气管平滑肌松弛，改善通气［２２２３］。本研究通过纳入

１４篇随机对照试验证明了β２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以及

β２ 受体激动剂和抗胆碱能药物联合应用在治疗急诊儿童急性

哮喘中的效果。结果显示，β２ 受体激动剂在治疗失败率以及

气道反应方面效果明显优于抗胆碱能药物，在入院率方面效果

与抗胆碱能药物相似。β２ 受体激动剂和抗胆碱能药物联合应

用在以上三方面均优于抗胆碱能药物。对于严重急性哮喘儿

童，急诊可采用β２ 受体激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进行治疗，以

缓解急性哮喘症状，改善呼吸，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出现。

部分急诊儿童雾化吸入β２ 受体激动剂后，出现恶心、心率

增快以及胸闷等症状［２４］，吸入抗胆碱能药物后出现口干和面

部潮红［２５］。Ｃａｌｖｏ等
［５］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明两种药物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１）本研究所纳入试验均为小样

本随机对照试验，无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２）部分

研究未明确患者发病前的治疗史，一些特殊用药可能对试验结

果产生影响。Ｍｅｔａ分析是对相互独立的多个研究进行严格评

价和分析，并用定量合成的方法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以得

到综合结论的统计学方法。本研究通过对１４篇随机对照试验

的合并，说明了β２ 受体激动剂、抗胆碱能药物以及β２ 受体激

动剂联合抗胆碱能药物在急诊儿童哮喘中的治疗效果，希望本

研究结果能对临床有所指导，并期待更多大样本、多中心随机

对照试验的完成。

参考文献

［１］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ＳＥ，ＨｕｒｄＳＳ，ＬｅｍａｎｓｋｅＲＦ，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ｅｒ［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Ｐｕｌｍｏｎｏｌ，２０１１，４６

（１）：１１７．

［２］ＦｒｅｙＵ，ＢａｒｂｅｎＪ，ＨａｍｍｅｒＪ．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ＴｈｅｒＵｍｓｃｈ２０１３，７０（１１）：

６６９７９．

［３］ ＵｐｈａｍＢＤ，ＭｏｌｌｅｎＣＪ，ＳｃａｒｆｏｎｅＲＪ，ｅｔａｌ．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ｂｕｄｅｓ

ｏｎｉｄ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ｔｒｉａｌ

［Ｊ］．Ａｃａｄ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８（７）：６６５６７３．

［４］ＩｒａｍａｉｎＲ，ＬóｐｅｚＨｅｒｃｅＪ，ＣｏｒｏｎｅｌＪ，ｅｔａｌ．Ｉｎｈａｌｅｄｓａｌｂｕ

ｔａｍｏｌｐｌｕｓ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ａｓｔｈｍａｃｒｉ

ｓｅ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Ａｓｔｈｍａ，２０１１，４８（３）：２９８３０３．

［５］ＣａｌｖｏＧＭ，ＣａｌｖｏＡＭ，ＭａｒｉｎＨＦ，ｅｔａｌ．Ｉｓｉｔ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ａｄｄ

ａｎａｎｔｉ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ｂｅｔａ２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ｍｅｄ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ａｔｔａｃｋ？［Ｊ］．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Ｃｌｉｎ

·９００３·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第１１卷第２１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２１



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９８，８（１）：３０３４．

［６］ ＣｏｏｋＪＪ，ＦｅｒｇｕｓｓｏｎＤＭ，ＤａｗｓｏｎＫＰ．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ａｎｄ

ｆｅｎｏｔｅ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Ｐｈａｒｍａ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１９８５，４（６）：３８３３８６．

［７］ ＧｕｉｌｌＭＦ，ＭａｌｏｎｅｙＭＪ，ＤｕｒａｎｔＲ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ｎ

ｈａｌｅｄｍｅｔａｐｒｏｔｅｒｅｎｏｌ，ｉｎｈａｌｅｄａｔｒｏｐｉｎｅｓｕｌｆ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

［Ｊ］．Ａｎ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１９８７，５９（５）：３６７３７１．

［８］ ＷａｔｓｏｎＷＴ，ＢｅｃｋｅｒＡＢ，ＳｉｍｏｎｓＦ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ｐｒａｔ

ｒｏｐｉｕｍ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ｅｎｏｔｅｒｏ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ｂｙ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ｒａｎｄｆａｃｅｍａｓｋ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８８，８２（６）：

１０１２１０１８．

［９］ ＤｕｃｈａｒｍｅＦＭ，ＤａｖｉｓＧＭ．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

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ｏｗｄｏｓｅｓｏｆ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

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ｌ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ｃｕｔｅ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１９９８，１３３（４）：４７９４８５．

［１０］Ｓｃｈｕｈ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Ｗ，Ｃａｌｌａ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ａｌｂｕｔｅｒｏ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ｓｔｈｍａ

［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１９９５，１２６（４）：６３９６４５．

［１１］ＢｅｃｋＲ，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Ｃ，ＧａｌｄｅｓＳｅｂａｌｄｔ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ｎｄ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ｂｙ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１９８５，１０７

（４）：６０５６０８．

［１２］ＲｅｉｓｍａｎＪ，ＧａｌｄｅｓＳｅｂａｌｔＭ，ＫａｚｉｍＦ，ｅｔ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ｎｄ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

ｉ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８８，８１（１）：１６２０．

［１３］Ｂｅｎｉｔｏ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ＭｉｎｔｅｇｕｉＲａｓｏＳ，ＳａｎｃｈｅｚＥｃｈａｎｉｚＪ，

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ｉｐｒａｔ

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Ｊ］．Ａｎ

Ｅｓｐ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０，５３（３）：２１７２２２．

［１４］ＱｕｒｅｓｈｉＦ，ＰｅｓｔｉａｎＪ，Ｄａｖｉｓ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

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ｏ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

ａｓｔｈｍ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１９９８，３３９（１５）：１０３０１０３５．

［１５］ＺｏｒｃＪＪ，ＰｕｓｉｃＭＶ，ＯｇｂｏｒｎＣＪ，ｅｔａｌ．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

ａｄｄｅｄｔｏａｓｔｈｍ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１９９９，１０３（４）：７４８７５２．

［１６］ＰｈａｎｉｃｈｙａｋａｒｎＰ，ＫｒａｉｓａｒｉｎＣ，ＳａｓｉｓａｋｕｌｐｏｒｎＣ．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ｏｆｉｎｈａｌｅｄｔｅｒｂｕｔａ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ｎｈａｌｅｄｔｅｒｂｕｔａｌｉｎｅｐｌｕｓ

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ｉｎ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ｓｉ

ａｎＰａｃ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９０，８（１）：４５４８．

［１７］ＳｈａｒｍａＡ，ＭａｄａａｎＡ．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ｖｓｓａｌｂｕｔａ

ｍｏｌａｎｄ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Ｊ］．Ｉｎｄｉａｎ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０４，７１（２）：１２１１２４．

［１８］ＳｉｅｎｒａＭｏｎｇｅＪＪ，ＢｅｒｍｅｊｏＧＭ．ｄｅｌＲｉｏｎａｖａｒｒｏＢＥ，ｒｏｓａｓ

ｖａｒｇａｓＭａ，ｒｅｙｅｓＲｕｉｚＮＩ［Ｊ］．ＲｅｖＡｌｅｒｇＭｅｘ，２０００，４７

（１）：２６２９．

［１９］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ＭＬ．Ａｓｔｈｍ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１４，４７（１）：５５６４．

［２０］ＪｏｎｅｓＢＰ，Ｐａｕｌ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ｔｈｅｐｅ

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ｒｅｖｉｅｗ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

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３，１０（５）：１２３．

［２１］ＭｅｕｒｓＨ，ＯｅｎｅｍａＴＡ，ＫｉｓｔｅｍａｋｅｒＬＥ，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ｍｕｓｃａｒｉｎｉ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ｉ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ｉｒｗａｙ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３，１３（３）：

３１６３２３．

［２２］ＧｕｙｅｒＡＣ，ＬｏｎｇＡＡ．Ｌｏｎｇａｃ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ｓ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

ｎｏｌ，２０１３，１３（４）：３９２３９８．

［２３］ＨａａｈｔｅｌａＴ，ＬｅｈｔｉｍａｋｉＬ，ＡｈｏｎｅｎＥ，ｅｔ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ｃｕｒ

ｒｅｎｔｃａｒ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ｓｔｈｍａ［Ｊ］．Ｄｕｏｄｅｃｉｍ，２０１３，１２９（９）：

９９４９９５．

［２４］ＰａｐｗｉｊｉｔｓｉｌＲ，ＰａｃｈａｒｎＰ，ＡｒｅｅｇａｒｎｌｅｒｔＮ，ｅｔａｌ．Ｒｉｓｋｆａｃ

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３，３１（３）：２５３２５７．

［２５］ＨｏｓｓａｉｎＡＳ，ＢａｒｕａＵＫ，ＲｏｙＧ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ａｌ

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ｎｄｉｐｒａｔｒｏｐ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ｖｅｒｓｕｓｓａｌｂｕｔａｍｏｌａｌｏｎｅ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ｓｅｖｅｒ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Ｍｙｍｅｎｓｉｎｇｈ

ＭｅｄＪ，２０１３，２２（２）：３４５３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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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ｄａｒｅｔｈｅｙ？［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５８（１）：２３６２４２．

［２］ 王平，范红侠．低辐射剂量螺旋ＣＴ在胸外伤诊断中的应

用［Ｊ］．中华现代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７，４（１）：３９４０．

［３］ ＫａｌｒａＭＫ，ＭａｈｅｒＭＭ，ＴｏｔｈＴＬ，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Ｃ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３０（３）：

６１９６２８．

［４］ 关丽明，高振龙，高思佳，等．成人颅脑ＣＴ低剂量平扫成

像的临床初步研究［Ｊ］．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７

（５）：３３６３３９．

［５］ 朱源义，张毅，马万辉，等．探讨成人颅脑ＣＴ检查的低剂

量扫描条件［Ｊ］．中国医学影像技术，２０１２，２８（９）：１７４８

１７５１．

［６］ 鲍莉，李学胜，李军，等．小儿头部ＣＴ扫描中ｍＡｓ变化对

辐射剂量的影响［Ｊ］．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２００９，１３（６）：

５１３５１５．

［７］ 张太生，王书智，殷信道．螺旋ＣＴ低剂量扫描技术与扫

描参数的设置［Ｊ］．中国医学影像技术，２０１０，２６（１２）：

２４１０２４１１．

［８］ 罗焕江．低剂量与常规剂量ＣＴ在头颅检查中的对比研

究［Ｊ］．北京生物医学工程，２０１０，２９（１）：１５３１５７．

［９］ 莫景雄，孙捷，吴惠凤，等．头部体模扫描试验对成人头颅

ＣＴ低剂量扫描的优化初探［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１，２６

（８）：８８６８８９．

［１０］肖丽萍，周仕年，谢县林，等．小儿头部ＣＴ扫描中 ｍＡｓ

变化对辐射剂量的影响［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３，１３（６）：

４５７４５９．

［１１］鲍莉，李学胜，李军，等．影响婴幼儿头颅低剂量ＣＴ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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