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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分析"

刘扬滨!赖志华!黄锦葵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第二人民医院五官科
!

1&'-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及其对血清维生素
#

和炎性因

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

择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被确诊为小儿过敏性鼻炎患

儿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观察组"

1+

例#和对照组"

1+

例#$对照组给予单一粉尘螨滴剂治

疗!观察组给予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对比观察治疗
&*

个月后疗效!临床症状与体征评分!血清白

细胞介素"

%.

#

/(

&

%./1

&

%./&*

&肿瘤坏死因子"

DWQ

#

/

-

水平&维生素
#

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

治疗后观察

组总有效率为
)'410]

"

(-

(

1+

#!显著高于对照组%

014(0]

"

('

(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治疗后观

察组临床症状及体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

及
%./1

水

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及
DWQ/

-

水平且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1

#)治疗后观察组患儿维生素
#

水平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

结论
!

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小儿过敏性鼻炎的疗效显著!可改善炎性因子水平和提高血清维生素

#

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粉尘螨滴剂)

!

氯雷他定)

!

过敏性鼻炎

中图法分类号"

C0,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1

"

*'&-

#

'1/',-&/'+

!!

人类生活环境中存在有大量尘螨#其排泄及代谢

物具有非常强的变应性#过敏性鼻炎$

$C

%作为鼻腔

黏膜变应性疾病#极易被诱发#为此
$C

在耳鼻喉科

较为常见#且治疗难度较大&

&

'

*有研究表明#白细胞

介素$

%.

%与
$C

的发病也有密切关系#缺乏维生素
#

与变应性鼻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

*

$C

患儿主要表

现为打喷嚏)鼻塞及咽喉疼痛与流鼻涕等#易被误诊

为呼吸道感染#为此耽误治疗#严重危害小儿身体健

康与生长发育#同时也为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

'

*目前

临床以皮下注射脱敏疗法为主#注射必须在医院进行

且治疗持续时间较长#给治疗带来诸多不便*而粉尘

螨滴剂采用舌下含服用药方式#方便易行*本研究采

用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旨在观察其联合治疗小儿

$C

的疗效#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
&',

例被确诊为
$C

的患儿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

&

%无家族病史及哮喘($

*

%无对

糖皮质激素服用史*排除标准!$

&

%合并哮喘($

*

%鼻

炎诱因是支原体)细菌与病毒($

+

%合并内分泌疾病与

心血管疾病($

(

%肝)肾功能异常($

1

%其他不符合入选

标准的患儿*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LR;JUG?:

!

R<=BF*'&-

!

V>G4&1

!

W>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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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同时患儿家属均知情并签字同意参与研究*以

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观察组$

1+

例%和对照组$

1+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4&,5&4'-

%岁*观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5&4&*

%岁*两组患者性别及年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具有可比性*

$4/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粉尘螨滴剂治疗方案*其中

粉尘螨滴剂$国药准字
"*'',''&*

#我武浙江生物公

司%药品特性属于生物制剂#容量为每瓶
*9.

*

&

号

粉尘螨滴剂#蛋白浓度
&

+

8

"

9.

(

*

号粉尘螨滴剂#蛋

白浓度
&'

+

8

"

9.

(

+

号粉尘螨滴剂#蛋白浓度
&''

+

8

"

9.

(

(

号粉尘螨滴剂#蛋白浓度
+++

+

8

"

9.

(

1

号粉尘

螨滴剂#蛋白浓度
&'''

+

8

"

9.

*其中
&

"

(

号属于递

增期#

1

号属于维持期*在治疗中
&

"

+

号从第
&

周至

第
+

周依次使用#

(

号在第
(

与第
1

周使用#

1

号从第

,

周开始使用*用法!

&

号#每天舌下
&

滴#约含
*9?:

后吞咽#随后每天递增
&

滴(从第
1

天起每天递增
*

滴#

*

和
+

号与
&

号用法相同(从第
(

周起使用
(

号治

疗#每天
&

次#每次
+

滴#连续服用
*

周(

1

号属于维持

期#每天
&

次#每次
*

滴*观察组给予粉尘螨滴剂和

氯雷他定联合方案#其中粉尘螨滴剂用法与对照组相

同#氯雷他定片$国药准字
3*''('011

#江苏联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属性为化学药品#每片
&'9

8

%每

天
&

次#每次
&

片*同时治疗
&*

个月后进行各项指

标检测#治疗期间每
*

周进行
&

次电话随访#跟进治

疗情况*

$4'

!

观察指标
!

治疗后抽取患儿空腹清晨静脉血
,

9.

#其中
+9.

用于炎性因子检测#以
+'''

"

('''

=

"

9?:

离心
&'9?:

#分离出血清#置于
Y*'Z

冰箱待

测#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检测患者
%./(

)

%./1

)

%./&*

及肿瘤坏死因子$

DWQ

%

/

-

水平#试剂盒均

采自上海酶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步骤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执行(

+9.

用于维生素
#

检测#

+'''

=

"

9?:

离心
&'9?:

#分离出血清#采用质谱仪串联检

测维生素
#

总量及维生素
#

*

与维生素
#

+

水平*

$41

!

疗效评价
!

治疗后疗效评判标准&

(

'

!包括鼻痒)

鼻塞)鼻涕)打喷嚏
(

个方面#评价其严重程度为轻)

中)重#分值分别为
&

)

*

)

+

分#总分
&*

分#分值越高#

病情越严重*改善率
6

$治疗后分数
Y

治疗前分数%"

治疗前分数
i&'']

*显效#改善率
%

,1]

(有效#改

善率
&

*,]

且改善率
'

,1]

(无效#改善率
$

*,]

*

总有效率
6

$显效例数
h

有效例数%"总例数
i&'']

*

并对患儿的体征进行评分&

(

'

*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软件进行评价#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而计

量资料采用
I5?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4'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儿治疗后疗效比较
!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

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治疗后疗效比较%

+

#

]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1+ &-

$

++4),

%

+'

$

1,4,'

%

1

$

)4(+

%

(-

$

)'410

%

对照组
1+ )

$

&,4)-

%

+&

$

1-4()

%

&+

$

*(41+

%

('

$

014(0

%

!

*

(4'*1 '4'+) (4*-+ (4*-+

"

$

'4'1

%

'4'1

$

'4'1

$

'4'1

/4/

!

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症状与体征评分比较
!

治

疗后观察组临床症状及体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症状与体征评分对比#分'

I5?

$

组别
+

临床症状评分

鼻痒 流涕 鼻塞 打喷嚏
体征评分

观察组
1+ '40*5'4'- '41,5'4&, '4,+5'4') '4(*5'4'1 '4,(5'4&&

对照组
1+ '4-05'4&* '4,,5'4&+ '40*5'4&1 '4105'4&, '4015'4&+

! 0410* +41+& +40(, ,41&( (40'+

"

$

'4'1

$

'4'1

$

'4'1

$

'4'1

$

'4'1

/4'

!

两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

)

%./1

)

%./&*

及
DWQ/

-

水平比较
!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

及
%./1

水平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

%./&*

及
DWQ/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治疗后血清
%./(

)

%./1

)

%./&*

!!!

及
DWQ/

-

水平比较#

:

8

*

.

'

I5?

$

组别
+ %./( %./1 %./&* DWQ/

-

观察组
1+ (4*&5'41* &&4+&5&4&) ,41-5&4*& +-4*05*4+)

对照组
1+ 14'+5'4,* &+4&05&4*- +4,)5'410 +14,&5,4&0

! 04+00 040(- &140+' *4)*0

"

$

'4'1

$

'4'1

$

'4'1

$

'4'1

/41

!

两组患儿治疗后维生素
#

族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

治疗后观察组患儿总维生素
#

)维生素
#

*

)维生素

#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治疗后维生素
#

族水平检测

!!!

结果比较#

:9>G

*

.

'

I5?

$

组别
+

总维生素
#

维生素
#

*

维生素
#

+

观察组
1+ *)4,05*4-0 +40-5'40) *04-05+4*&

对照组
1+ *04),5+4+& +4(05'41( *14-)5+4,*

! *4-(* *4+1- *4)0)

"

$

'4'1

$

'4'1

$

'4'1

/42

!

两组患儿用药后不良反应比较
!

观察组出现
1

例恶心$

)4(]

%#

(

例恶心加呕吐$

041]

%#鼻黏膜出

血)面 部 潮 红)胸 闷 各
&

例#总 不 良 反 应
&*

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LR;JUG?:

!

R<=BF*'&-

!

V>G4&1

!

W>41



$

**4,]

%*对照组出现
,

例恶心$

&&4+]

%#

1

例恶心

加呕吐$

)4(]

%#鼻黏膜膜出血)面部潮红)胸闷各
&

例#总不良反应
&(

例$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患儿出现鼻黏膜出

血症状#其出血量小#均为自然止血#无需用药止血*

'

!

讨
!!

论

!!

据不完全统计#

$C

在全世界发病率高达
*']

#

儿童发病率更高&

1

'

*

$C

易复发且病程长#患者有鼻

塞)鼻痒及打喷嚏和鼻涕等一系列主要临床表现#如

不加以有效控制#还会引发中耳炎)支气管性哮喘)咽

喉炎)鼻窦炎等#对患者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

'

*临

床一般采用皮下注射治疗#但其治疗周期长且不能离

开医院#为患者带来诸多不便*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单一粉尘螨滴剂治疗法与粉

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法对小儿
$C

的疗效#

结果发现#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1

%#与周姚萍&

0

'的报道一致*

这表明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小儿
$C

效

果更加显著#这可能由于粉尘螨滴剂对患儿产生了特

异性的免疫耐受和抗体阻断#进而减少对粉尘螨产生

的过敏反应#达到治疗效果*同时#氯雷他定可以选

择性抵抗组胺受体#并且见效快)持续时间长且疗效

显著*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症状及

体征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

'4'1

%#与王小琴&

-

'

的报道相一致*这表明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

治疗能显著改善患儿临床症状#这可能与粉尘螨滴剂

脱敏作用有关&

)

'

*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

及
%./1

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及
DWQ/

-

水平且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1

%#这表明粉尘螨滴

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能有效改善患儿炎性因子水

平#进而通过调节炎性因子来作用于
$C

#使其达到脱

敏#反向制约炎性因子平衡*另外#治疗后观察组患

儿维生素
#

族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1

%#这

表明维生素
#

族水平减少能较为灵敏地反映
$C

产

生*这可能与
$C

发生的条件有关#

$C

主要由环境

与基因相互作用引发的变应性疾病*有研究表明#发

生
$C

必要的
+

个条件!$

&

%诱发机体产生免疫反应

物质即特异性抗原($

*

%特异性个体差异及过敏体质(

$

+

%条件$

&

%)$

*

%同时出现&

&'/&+

'

*最后研究发现#治疗

后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1

%#出现不良反应后#经过调整用药剂量#

症状均不同程度消除#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1

'

*

综上所述#粉尘螨滴剂和氯雷他定联合治疗小儿

$C

的疗效显著#可改善炎性因子水平和提高血清维

生素
#

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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