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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干扰素雾化对毛细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
!

将
+"#!

年
#

!

#+

月重庆市中医院儿科收治

的毛细支气管炎作为研究对象!按入院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与治疗组$治疗组患儿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雾化吸

入干扰素!观察组雾化吸入等量生理盐水$对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病程进行比较$结果
!

治疗组在气促缓解%

吼喘缓解%咳嗽缓解%哮鸣音消失及住院时间缩短方面均明显优于观察组$结论
!

雾化吸入干扰素治疗毛细支气管

炎临床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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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支气管炎是由多种致病原感染引起的毛细支气管炎

症#以喘憋,三凹征和喘鸣为主要临床特点)

#

*

#常为首次发作#

主要由病毒感染引起#重者可导致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而严重

危及患儿生命+由于毛细支气管炎没有特效的治疗手段#目前

普遍认为#抗炎联合抗病毒药物雾化吸入治疗的疗效较为肯

定)

+

*

+本文对
+"#!

年
#

!

#+

月毛细支气管炎患儿运用重组人

干扰素
"

,#>

高频雾化吸入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重庆市中医院儿科
+"#!

年
#

!

#+

月诊

断为毛细支气管炎)

.

*的住院患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咳嗽,吼喘,气促

等表现#双肺可闻及明显哮鸣音#不存在相关并发症如呼吸道

衰竭,心力衰竭等临床症状及体征#排除异物吸入,先天性心脏

病,婴幼儿哮喘,肺结核等其他引起喘息的疾病+将入组患儿

按入院时间顺序分为治疗组$

'+

例%及观察组$

$!

例%#两组年

龄,性别,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患儿均给予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布地奈德混悬液

雾化吸入及止咳平喘化痰等综合治疗#雾化器选用百瑞

$

&9<b>1

B

%空气压缩泵#治疗组加用重组人干扰素#每次
"

,#>

#

&

8

"

^

8

#每天雾化吸入
+

次#观察组换用等量生理盐水雾化吸

入#疗程为
'D

+观察患儿咳喘,气促及肺部哮鸣音等在治疗前

后的变化+

$('

!

疗效评判
!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儿咳喘,气促,肺部哮鸣音

的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疗效评定标准!$

#

%显效为
.D

内气

促,吼喘缓解#血氧饱和度大于
-)O

#咳嗽及肺部哮鸣音基本

消失($

+

%有效为
'D

内气促,吼喘缓解#咳嗽及哮鸣音基本消

失($

.

%无效为
'D

后临床表现无改善#甚至加重#肺部哮鸣音

明显)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以
3Q?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及体征的结果比较
!

治疗组在临床症

状的缓解,肺部体征的消失及疗程等方面的疗效优于观察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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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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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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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治疗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

率明显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临床恢复情况对比%

3Q?

+

D

&

组别
)

气促消

失时间

肺部哮鸣音

消失时间

咳嗽消

失时间

平均住

院时间

治疗组
'+ .(.!Q#(!+ )(")Q#(!. $(++Q#(.) $(!"Q#(!#

观察组
$! !($/Q#($. $("!Q#(!' /("$Q#()- /(#+Q#(!)

< )(.# !()! '('$ $().

!

$

"(")

$

"(")

$

"(")

$

"(")

表
+

!

两组患儿疗效结果对比

组别
)

显效$

)

% 有效$

)

% 无效$

)

% 总有效率$

O

%

治疗组
'+ !" ." + -'(++

观察组
$! +) .# / /'()"

/('

!

不良反应
!

所有住院患儿在治疗前后均无明显并发症及

不良反应+

'

!

讨
!!

论

+

岁以下#尤其是
$

个月以内的婴幼儿是毛细支气管炎的

好发年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环境因素的影响#首次喘息

发作的年龄越来越年幼#甚至在新生儿期即存在喘息发作+喘

息是婴幼儿时期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喘息患儿是一个异质性

群体#可由多种原因引起+病毒感染是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喘

息急性发作最重要的诱因#主要见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

毒)

)

*

+其中#一半左右的喘息患儿均存在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染#鼻病毒可以引起迷走神经反射导致支气管收缩#接近
/)O

的学龄期儿童的哮喘加重与鼻病毒感染密切相关)

$

*

+除呼吸

道合胞病毒及鼻病毒之外#仅次于以上两种病毒引发婴幼儿喘

息的另一病原是副流感病毒+另外#三分之一的喘息患儿为人

类偏肺病毒感染所致+除此之外#少数喘息由肺炎支原体感染

所致+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毛细支气管被侵犯后#引发毛细

支气管阻塞现象#由于婴幼儿肺间质较少#炎症可波及肺泡,肺

泡壁及肺间质#肺不张,肺气肿明显#引起肺泡扩张受限#肺顺

应性下降#导致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

'

*

+同时#病毒诱发喘息

存在以下机制!引起急性炎性反应导致气道阻塞#气道及支气

管反应性增高#与气道炎性反应相互作用导致对过敏原的反应

增强等+北京儿童医院对于毛细支气管炎患儿的回顾性追踪

表明#有个人过敏史#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血清免疫球蛋白
V

增高的患者#往往发展为支气管哮喘+目前有研究表明#部分

毛细支气管炎治疗不当者#会出现反复喘息#逐渐演变为哮喘#

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

*

+

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原则包括减轻气道炎症及气道阻塞#

保持呼吸道通畅#改善肺通气和换气功能+干扰素是一种具有

多种功能的活性糖蛋白#有广谱抗病毒及调节免疫的重要功

能+其中#广谱抗病毒机制是通过细胞表面的干扰素受体作用

于细胞#诱导细胞产生抗病毒蛋白#从而干扰病毒复制#以及增

强机体的自然杀伤细胞对病毒感染细胞的杀伤作用+另外#干

扰素通过启动和调节免疫应答,抑制
0

细胞和
Y

细胞增殖#促

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等机制)

-,#"

*

#

达到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干扰素
"

,#>

是一种活性很强的生

物制剂#是干扰素的一个亚型#经高频雾化吸入后#可以直接沉

降分布于呼吸道组织#起到抗病毒的作用+

高频雾化与传统超声雾化相比#产生的雾粒直径更小#药

雾可吸入
#$

!

#'

级细支气管及肺泡#增加药物的肺泡沉降

率)

##

*

#能尽快控制喘息和消除肺部哮鸣音+另外#雾化的给药

途径对于婴幼儿而言#是目前治疗手段更新的一种趋势+

总之#除常规治疗外#在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中加用重组

人干扰素
"

,#>

雾化吸入#在缓解咳嗽,吼喘,气促及肺部哮鸣

音等方面具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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