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视力恢复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试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说明人性化身心护理的广泛开

展#能更好地帮助和解决患者不同的心身障碍#以保

证手术效果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早日

康复'

综上所述#心身放松疗法在高龄白内障手术患者

中的应用能促进患者视力恢复#减少并发症发生#提

高了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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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氯雷他定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儿中的治疗效果

孔凡楼

"灌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科!江苏连云港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地氯雷他定在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儿中的治疗效果%方法
!

选取
$&#2

年
2

月至
$&#.

年
$

月该院皮肤科门诊收治的慢性自发性荨麻疹患儿
"&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对照组口服氯雷他定!治疗组口服地氯雷他定!治疗
$+E

后比较
$

组患儿的临床疗效&不良药物反应!随访

"

个月统计痊愈患儿的复发率%结果
!

治疗组患儿服药
#

周后的有效率为
"&%&a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a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服药
$

&

2

周后
$

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组

患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个月!治疗组患儿"

+%**a

$的复发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儿"

*&%&&a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地氯雷他定治疗儿童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安

全有效!治疗早期效果明显!且能降低复发率%

关键词"地氯雷他定#

!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

儿童

中图法分类号"

/'.+%$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2..

"

$&#+

$

#.!$**&!&*

!!

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KWN

&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皮

肤病#也是慢性荨麻疹最常见的一种亚型#指无刺激

物或诱发因素诱发#患者自身反复发作大小不等的风

团和$或&血管性水肿持续大于或等于
"

周(

#

)

'虽然

该病无生命危险#但其反复发作#病程迁延数月至数

年#而且常伴不同程度瘙痒#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关于
KWN

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大多

数学者认为其与自身免疫+补体系统+

3=#

"

3=$

细胞

失衡+凝血因子异常及感染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

)

'

目前临床治疗
KWN

尚无特效疗法#多采用非镇静类

抗组胺药进行治疗'然而#由于儿童的各项系统功能

尚未发育完全#在临床选择用药时需更加慎重'英国

变态反应和临床免疫学会允许地氯雷他定用于大于
#

岁的儿童#氯雷他定用于大于
$

岁的儿童(

*

)

'地氯雷

他定是第
*

代
M#

受体拮抗剂#与
M#

受体亲和力更

高#能高选择性阻断外周组胺受体#具有高效+半衰期

长等优点'本研究拟对
KWN

患儿应用地氯雷他定治

疗#验证其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年
2

月至
$&#.

年
$

月本

院皮肤科门诊收治的
"&

例
KWN

患儿#其中男
$1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

&岁#病程

$

!

#"

月#平均$

#&%*U$%"

&月#发病部位涉及四肢+腋

窝及头面等处'纳入标准!符合
KWN

的诊断标准(

2

)

%

病程持续超过
"

周%病因不明%入组
2

周内未使用抗

胆碱能药物+抗组胺药物+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中药等治疗%健康状况良好%监护人已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对地氯雷他定或氯雷他定成分过敏

者%其他类型荨麻疹#如人工荨麻疹+物理性荨麻疹

等%在治疗前使用过相关治疗药物者%有重要脏器功

能障碍及自身免疫病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治疗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2U#%'"

&岁#病程
$

!

#"

月#平均病程$

#&%.U$%2

&月%对照组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U#%1.

&岁#病程
$

!

#.

月#平均病程$

#&%#U#%1

&月'

$

组患儿的基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

!

方法
!

治疗组采用口服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

$商品名芙必叮#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
M$&&2####

&治疗'服药方法!

$

!#

"

岁儿童每次

口服
#%$.C

;

#每天
#

次%

"

!

#$

岁儿童每次口服
$%.

C

;

#每天
#

次'对照组采用氯雷他定糖浆$商品名伊

百芝#江 苏 汉 晨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国 药 准 字

M$&#&*.**

&治疗#服药方法!

$

!

#$

周岁儿童#体质

量
#

*&G

;

#每次
.C

;

#每天
#

次%体质量
&

*&G

;

#每

次
#&C

;

#每天
#

次'

$

组患儿的治疗周期均为
2

周'

停药后连续随访
"

个月'

$%'

!

观察指标
!

在治疗期间监测患儿血压+血常规+

肝肾功能及不良反应等情况'分别于服药后
#

+

$

+

2

周观察记录患儿的风团及瘙痒等症状情况#对比
$

组

之间的治疗效果'停药
"

个月后#电话随访痊愈患者

的复发情况'

疗效评价标准依据荨麻疹症状评分方法(

.

)

#按患

者的风团与瘙痒症状轻重进行评分#标准如下#$

#

&风

团积分#无风团#记
&

分%每天风团数目
#

$&

个#记
#

分%每天风团数目为
$&

!

.&

个#记
$

分%每天风团数

目大于
.&

个或融合成大片#记
*

分'$

$

&瘙痒积分#

无瘙痒#记
&

分%有瘙痒#但不引起情绪变化#记
#

分%

瘙痒严重引起情绪变化#但未影响患者日常活动或睡

眠#记
$

分%瘙痒十分严重#已影响患者日常活动或睡

眠#记
*

分'总积分
d

风团积分
0

瘙痒积分#总积分

下降指数$

WW/(

&

d

$治疗前总积分
X

治疗后总积分&"

治疗前总积分
c#&&a

'依据症状+

WW/(

判断治疗效

果#其中
WW/(

&

1&a

为痊愈#

"&a

'

WW/(

#

1&a

为显

效#

*&a

'

WW/(

#

"&a

为有效#

WW/(

#

*&a

则为无

效#有效率
d

$痊愈例数
0

显效数&"每组总例数'

!!

复发评定标准!于治疗后
"

个月回访治疗痊愈患

儿#并对其进行症状评分#计算复发指数'复发指

数
d

$治疗前总积分
X

回访症状积分&"治疗前总积

分
c#&&a

'复发指数
#

&%+&

为复发'复发率
d

复发

例数"痊愈例数
c#&&a

'

!!

安全性评估!治疗过程中通过询问患儿家长了解

患儿病情#对患儿进行查体及辅助检查#辅助检查主

要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及心电图检查等#记录治

疗过程中患儿发生的不良事件和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包括口干+嗜睡+困倦+乏力+头晕+昏迷+胃肠道反应

等'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d

不良反应发生例数"各组

总例数
c#&&a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Z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儿治疗效果的比较
!

服药
#

周后#治疗组

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服药
$

+

2

周后治疗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治疗效果的比较

组别
'

服药
#

周后

痊愈

$

'

&

显效

$

'

&

有效

$

'

&

无效

$

'

&

有效率

$

a

&

服药
$

周后

痊愈

$

'

&

显效

$

'

&

有效

$

'

&

无效

$

'

&

有效率

$

a

&

服药
2

周后

痊愈

$

'

&

显效

$

'

&

有效

$

'

&

无效

$

'

&

有效率

$

a

&

对照组
*& ' . #$ " 2&%& + + 1 . .*%* #& #* * $ '"%'

治疗组
*& + #& ' . "&%& 1 #& + * "*%* #$ #$ . # +&%&

!

$

+%.'2 *%+#1 $%#.$

! &%&&+ &%&+# &%#$"

/%/

!

$

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

$

组患儿治

疗过程中均进行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结果均

无异常'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a

%对照组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a

#

$

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2'

#

!d&%##.

&'见

表
$

'

表
$

!!

$

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

恶心$

'

& 口干$

'

& 食欲不振$

'

&总发生率$

a

&

对照组
*& $ # # #*%*

治疗组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8EK?56

!

,B

;

B9:$&#+

!

S4?%#.

!

T4%#.



/%'

!

$

组患儿复发率的比较
!

治疗
"

个月后#治疗组

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

#

!d&%&#$

&'见表
*

'

表
*

!!

$

组患儿复发率的比较

组别
'

痊愈例数$

'

& 复发例数$

'

& 复发率$

a

&

对照组
*& #& * *&%&&

治疗组
*& #$ # +%**

'

!

讨
!!

论

!!

KWN

是皮肤科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以风团和

瘙痒为主要症状'因反复发作#病情时轻时重#且病

程不可预知#严重影响患儿的生活和学习'目前已

知#组胺是发病过程中最重要的介质#可以引起内皮

细胞收缩#进而引起患者组织水肿和风团形成(

"

)

'临

床治疗以应用非镇静类抗组胺类药物为主#它可通过

竞争性地与
M#

受体结合#阻断组胺引发的生物学效

应%并还具有一定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从而控制患

者的瘙痒等症状(

'

)

'氯雷他定是临床较为常用的第
$

代抗组胺药之一#在治疗儿童
KWN

中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均得到证实#有效率为
.'%.a

!

''%&a

(

+!1

)

'地

氯雷他定是第
*

代抗组胺药#具有长效+强力+高选择

性拮抗外周组胺
M#

受体#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作

用#同时还有较强的抗炎作用#抑制嗜酸性粒细胞趋

化和多种炎症介质的释放'临床研究证实地氯雷他

定治 疗
KWN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 低#并 且 轻 微+

缓和(

#&

)

'

本研究中#服药
#

周后治疗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地氯雷他定治疗
KWN

患儿初

期时更加快速有效#药物起效时间更短'分析原因可

能是由于氯雷他定需经过肝脏代谢产生的活性代谢

产物发挥作用%而地氯雷他定是氯雷他定的活性代谢

产物#不需经过肝脏代谢便可直接发挥作用'人体药

代动力学研究表明地氯雷他定在服药后
*&C56

左右

就能够达到最大血药浓度#氯雷他定约在
#%.=

后才

能达到最大血药浓度(

##

)

'但在总体治疗疗效上比较#

$

组患儿之间无明显差异#这是由于地氯雷他定是氯

雷他定的活性代谢产物#随着治疗的进展#其疗效均

趋于稳定'多数抗组胺药通过竞争性地与
M#

受体结

合#阻断组胺所致的生物学效应#不能稳定细胞膜#因

此病情易反复发作'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的复发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与其他的
M#

受体阻断剂比

较#地氯雷他定具有对组胺
M#

受体的亲和力更高#既

能抑制组胺释放#又能有效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减

少嗜酸性粒细胞趋化+黏附和超氧化物产生等特

性(

#$

)

'地氯雷他定因其脂溶性难以通过血脑屏障#中

枢神经系统镇静作用轻微%对心肌钾通道无抑制作

用#无潜在心脏毒性'治疗组患儿治疗前后血常规+

尿常规检测结果#以及肝肾功能均正常#

$

组之间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无明显差异#说明地氯雷他定中枢镇

静作用轻#对儿童的安全性好'

综上所述#地氯雷他定治疗儿童
KWN

疗效确切#

且能明显降低复发率#安全性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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