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硫酸镁联合硫酸沙丁胺醇雾化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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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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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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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硫酸镁联合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及其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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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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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支气管哮喘患儿!按就诊编号分为观察组"编号为奇数#和对照组"编号为偶数#!各
#"

例%对照

组患儿给予基础治疗和雾化吸入硫酸沙丁胺醇注射液!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雾化吸入硫酸镁注射液%比较
.

组患儿治

疗前后用力肺活量"

(W*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YW!

#和最大呼气流速"

3Y(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治疗前后血清
.7=

"

U'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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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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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观察
.

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的肺功能指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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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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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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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观察组血清
O

M

Y

水平低于对照组"

$

$

"5"7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达
/,57"6

!高于对照

组"

,.57"6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7

#%结论
!

硫酸镁注射液联合沙丁胺醇注射液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有积极

的治疗作用!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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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儿童常见气道炎性疾病#临床症状为胸闷*

气促*咳喘等#此疾病具有长期性*反复性特点#其发病机制复

杂(

!

)

'近年来#随着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支气管哮喘

发病率逐年上升'盐酸沙丁胺醇扩张支气管作用明显#是临床

治疗支气管哮喘的首选药物(

.

)

'静脉注射硫酸镁虽然对急性

发作期支气管哮喘有辅助疗效#但是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以

及高镁血症的发生(

2=#

)

'硫酸镁采取雾化吸入治疗#用量少#还

可减少高镁血症的发生#不良反应小(

7

)

'因此#本研究采用雾

化吸入硫酸镁注射液及沙丁胺醇注射液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

探讨其对患儿肺功能*炎性因子的影响#以及其临床疗效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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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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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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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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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该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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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支气管哮喘患儿#均符合
.""$

年-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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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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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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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病程
+

个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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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病程$

!5/8"5,

%年'排除标

准!肾功能受损患儿&就诊前使用过支气管扩张剂&对研究药物

过敏患儿&有心脏病*糖尿病*甲状腺机能亢进等并发症患儿'

按就诊编号分为观察组$编号为奇数%和对照组$编号为偶数%#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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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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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该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通过#获得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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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患儿给予基础治疗$吸氧*镇静*静脉注射

糖皮质激素*营养支持等%和雾化吸入硫酸沙丁胺醇注射液$上

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2!"..."$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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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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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

2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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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个疗

程'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雾化吸入硫酸镁注射

液$河 北 天 成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批 准 文 号!国 药 准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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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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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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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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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使用肺功能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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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前后

用力肺活量$

(W*

%*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

(YW!

%*最大呼气流

速$

3Y(

%'所有患儿在治疗前后于清晨空腹抽取
29<

静脉

血#待血液凝集后#离心#取上清液#应用酶联免疫吸附

$

Y<OP-

%法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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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由易默$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观察
.

组患儿的临床疗效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5'

!

疗效判定标准
!

显效!咳嗽*气喘*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

消失或显著缓解#体检正常#精神状态佳'有效!临床症状有所

改善#轻度体征#精神状态良好'无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无改善

甚至加重'总有效率
_

$显效例数
4

有效例数%"总例数
h

!""6

'

$5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P3PP."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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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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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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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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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前后肺功能结果比较
!

治疗前#观察组患

儿肺功能指标
(W*

*

(YW!

*

3Y(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5"7

%&治疗后#观察组患儿
(W*

*

(YW!

*

3Y(

明显提

高#且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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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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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前后肺功能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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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结果比较$

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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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

U'

%

Z

2

$

9EF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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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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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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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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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5+, 2.5+28.57! !$/5278!#5!. !7#5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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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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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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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结果比较
!

治疗前#观

察组患儿和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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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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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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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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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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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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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水

平显著上升#且高于对照组#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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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儿血清
O

M

Y

水平显著下降#且低于对照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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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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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儿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

高达
/,57"6

#高于对照组$

,.57"6

%#

.

组患儿治疗有效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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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儿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0

%

显效

$

0

%

有效

$

0

%

无效

$

0

%

总有效率

$

6

%

对照组
#" .! $ !! ,.57"

观察组
#" 22 + ! /,5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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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比较
!

观察组和对照组分

别有
!

例和
.

例患儿出现头晕*恶心等轻微不良反应#

.

组患

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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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的发病机制主要由于
&C.

水平增高打破
&C;

"

&C.

平

衡#导致
&C.

细胞功能亢进#而
&C!

细胞功能受到抑制#促进

[

细胞产生大量
O

M

Y

#从而引发
)

型变态反应(

+=,

)

'人体自身

不能合成维生素
Z

#但作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维生素
Z

缺乏

会导致多种相关疾病'维生素
Z

2

具有调节钙*骨代谢及选择

性的免疫调节作用#且在支气管哮喘中作用重大(

$

)

'有研究表

明#维生素
Z

与支气管哮喘密切相关#具有抑制哮喘的作用#

而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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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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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肝脏
.7=

羟化酶催化下形成的维生素
Z

代

谢产物#由于
.7=

$

U'

%

Z

2

在血液中水平最高且半衰期最长#因

此常作为判定维生素
Z

水平的指标(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哮

喘患儿治疗前的
.7=

$

U'

%

Z

2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说明
.7=

$

U'

%

Z

2

降低与哮喘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联系'

小儿支气管哮喘是小儿内科常见疾病之一#不易根治#具

有长期性*反复性#还受气候因素影响#有一定的周期性(

!!

)

'

与成年哮喘比较#小儿支气管哮喘症状不太明显#但发作后#其

发展迅速可能会危及患儿生命(

!.

)

'支气管哮喘症状虽难以根

治#但能通过药物治疗控制病情*缓解症状(

!2

)

'

肾上腺素
-

=

受体激动剂333硫酸沙丁胺醇#能扩张气管*

松弛气道平滑肌#其药效持久#对改善患儿肺通气症状疗效显

著(

!#

)

'由于硫酸沙丁胺醇具有方便*高效*安全等特点#是目

前治疗支气管哮喘*痉挛急性发作的首选药物'硫酸镁是一种

平滑肌舒张剂能使平滑肌扩张#常通过静脉注射治疗#但会出

现一些不良反应#目前主要作为治疗哮喘急性发作期的补充试

剂'关于雾化吸入硫酸镁治疗哮喘的研究在国内外较

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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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采用雾化吸入硫酸镁注射液及沙丁胺醇注射液治

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结果表明#观察组患儿肺功能指标
(W*

*

(YW!

*

3Y(

接受治疗后显著上升#且高于对照组$

$

$

"5"7

%#

提示硫酸镁注射液联合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能显著改善支

气管哮喘患儿的肺功能#疗效优于单纯雾化吸入硫酸沙丁胺

醇'观察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7=

$

U'

%

Z

2

水平显著上升#且高

于对照组#而血清
O

M

Y

水平显著下降#低于对照组$

$

$

"5"7

%#

说明
.7=

$

U'

%

Z

2

和
O

M

Y

与支气管哮喘有一定的关系'观察组

患儿的治疗有效率高达
/,57"6

#高于对照组$

,.57"6

%$

$

$

"5"7

%'本研究无患儿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观察组和对照组分

别有
!

例和
.

例患儿出现头晕*恶心等轻微不良反应#这可能

是由于硫酸镁使用不当所引起#因此#雾化吸入治疗能减少硫

酸镁的不良反应#但并不能完全消除'

综上所述#硫酸镁注射液联合沙丁胺醇注射液雾化吸入治

疗小儿支气管哮喘有积极的治疗作用#能改善患儿肺功能和血

清
.7=

$

U'

%

Z

2

*

O

M

Y

水平#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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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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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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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组重度窒息新生儿的脐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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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会造成患儿永久性神经损伤#降低窒息新生儿

致残率#关键是对其窒息程度进行早期*及时*准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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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的新生儿检测项目中#为进一步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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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

新生儿窒息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两者联合是否能将有

效依据提供给临床从而评估新生儿窒息'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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