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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感香佩包预防 l J、 L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临床观察及药理分析

钱丹
,

黄向红
,

李伟明

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
,

广东 广州 51 0 1巧

【摘要」目的 : 观察防感香佩包预防小 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效果及分析防感香佩包配方的作用机制
。

方法 : 将 80 例 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
。

观察组予佩戴防感香佩包 4 周
,

对照组不佩戴防感香佩包
。

2 组均观察 4 月
。

结果 : 总有效率观

察组 87 5%
,

对照组 35 刀%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尸
< 住 0匀

。

结论 : 防感香佩包预防小 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效果良好
。

〔关键词〕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 小 儿 ; 防感香佩包 ; 预防 ; 药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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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常见病
,

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者常反

复感染
。

本病反复发作
,

迁延日久
,

对患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严

重危害
,

积极预防十分重要
。

但现代医学对小儿反复上呼吸道

感染的预防手段尚不多
。

自 2 01 2 年以来
,

笔者对防感香佩包

预防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进行观察
,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现

报道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诊断标准口」 参考 1 9 8 7 年 4 月全国小儿上呼吸道疾病学

术会议制定的反复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标准
。

主要症状有 : 发热

或恶寒
,

流涕
,

咳嗽
,

咽痛或伴有全身症状
。

每年发病 7 次

以上者
,

即可诊断
。

1
.

2 病例 选择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 ; 排除有询楼病
、

结核病

等容易导致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患儿 ; 无免疫缺陷及其他重大脏

器疾病 ; 对封包内药物无过敏反应 ; 患儿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书
。

1
.

3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来自 2 0 1 2 年 6 月 一 20 13 年 12 月

本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 8 0 例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患儿
,

均已病

愈
。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 0 例
。

观察组男 2 0 例
,

女

2 0 例 ; 平均年龄 (4
.

21 士 1
.

24) 岁
。

对照组男 21 例
,

女 19 例 ;

平均年龄 (4
.

3 5 士 1
.

4 2) 岁
。

2 组性别
、

年龄等一 般资料经统计

学处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
.

05 )
,

具有可比性
。

2 研究方法

2
.

1 观察组 予佩戴防感香佩包
。

配方为白芷 1
.

8 9
,

薄荷

.0 6 9
,

雄黄
、

朱砂各 1
.

2 9
,

大青叶
、

石葛蒲各 3 9
。

将上述

药物粉碎后
,

用透气性强的特制布袋包装制成防感香佩包 (由

广东源生泰药业有限公司制备 )
,

患儿每天佩戴 1 个
,

白天把

香包挂在胸前
,

距鼻腔 巧 〔 m 左右
,

晚间置于枕边
,

每周更

换 1 次
,

连续佩带 4 周
。

2
.

2 对照组 不佩戴防感香佩包
。

2 组均观察 4 月
。

在观察期间若发生急性呼吸道感染则停

止观察
,

按常规中西医疗法处理
。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 p S S 14
.

0 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和进行数据的统计

分析
。

计量资料以标士
、
)表示

,

采用 艺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丫

检验
。

4 评价标准与结果

4
.

1 评价标准 参照相关文献 1[] 制定
。

痊愈 : 4 月内无发病
。

显效 : 4 月内发病 1 次
,

病程缩短
,

症状明显减轻
。

好转 : 4

月内发病 2 次
,

病程缩短
,

症状明显减轻
。

无效 : 4 月内发病

次数和临床症状均无改善
。

4
.

2 2 组研究结 果 比较 见表 1
。

总有效率观察组 87 .5 %
,

对照组 3 5
.

0%
,

2 组比较
,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伊 < 0
.

0 5)
。

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表 1 2 组研究结果比较 例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竹

8 26

8 7
.

5①

3 5
.

0

44门U八U44

与对照组比较
,

①尸 < 0 05

5 讨论

上呼吸道感染是指鼻腔到支气管树(不包括肺泡 )的钻膜发

生炎症
,

是常见病
、

多发病
,

9 0% 左右由病毒引起团 ,

细菌感

染常继发于病毒感染之后
。

学龄前儿童是上呼吸道感染的易感

人群
。

本病常可继发支气管炎
、

肺炎等
,

甚至可引起严重并发

症
,

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
。

幼儿依从性差
,

口服和静脉用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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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配合
,

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

探索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的外治法尤为重要
。

香佩疗法属于中医外治法范畴
,

应用香药佩带在身上防治

疾病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

《山海缈 记载 :
“

薰草… …佩

之可以已病
。 ” “

病
”

是指传染病一类的疾病
,

为了抵御病邪
,

古人善用芳香辛温的药物
,

采用佩带等方法
,

发挥香佩疗法的

作用
。

清代外治专家吴师机在 狂里擒骄文 ) 中阐述到 :
“

外治

之理
,

即 内治之理 ; 外治之药
,

亦即 内治之药
,

所异者
,

法

耳
。 ”

指出外治法与内治法是相通的
,

并提出
“

纳鼻而传十二

经
” ,

讲明香佩疗法是通过鼻子吸入药味
,

经十二经脉传输于

全身而发挥药效的
。

根据小儿的生理与病理特点
,

防感香佩包选用白芷
、

薄

荷
、

雄黄
、

朱砂
、

大青叶
、

石葛蒲芳香辟秽
、

预防疾病
。

白芷

味辛
,

性温
,

气芳香
,

功效祛风湿
、

活血排脓
、

生肌止痛
。

入

药始于 许申农本草经 )
,

列为中品
,

曰其主
“

寒热头风沁目泪

出
” 。

《名医别录》 载有白芷
“

疗风邪
” 。

白芷主要有效成分

为香豆素类
,

对川白芷的醚提液
、

醇提液
、

水提液和煎液的

药理研究发现
,

川白芷几种制剂有镇痛
、

抗炎和解热作用叽

薄荷味辛
、

性凉
,

具有疏散风热
、

清利头目
、

利咽
、

透疹
、

疏

肝解郁等功效
,

用于治疗喉痹
、

口舌生疮
、

牙痛
、

蓉麻疹
、

风

疹等 4[] 。

薄荷的化学成分主要为挥发性油
,

体外试验表明
,

薄

荷水煎剂对表皮葡萄球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变形杆菌
、

支气

管包特菌
、

黄细球菌
、

绿脓杆菌
、

蜡样芽杆菌
、

藤黄八叠

球菌
、

大肠杆菌
、

枯草杆菌
、

肺炎链球菌等均有较强抗菌作

用 5[] 。

雄黄味辛
、

性温
,

功效解毒
、

杀虫
。

入药记载始见于

件申农本草经》
,

曰 : 雄黄味苦
,

平
,

寒
。

主寒热
,

鼠疹
,

恶

疮
,

疽痔
,

死肌
,

杀精物
,

恶鬼
,

邪气
,

百虫
,

肿毒
。

根据

2 00 5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记载 : 本品为硫化物类矿

物雄黄族雄黄
,

主含二硫化二砷
。

雄黄应用甚广
,

以外用为

主
。

研究表明
,

雄黄具有抗菌问 、

增强免疫功能日等作用
。

朱

砂又称丹砂
、

辰砂
,

功效镇心安神
,

清热解毒
。

入药始载于

许申农本草缈
,

曰 : 朱砂味甘
,

微寒
,

无毒
。

主身体五脏百

病
,

养精神
,

安魂魄
,

益气
,

明目
,

杀精魅邪恶鬼
。

朱砂在儿

科应用广泛
,

据统计
,

《和剂局方》 载儿科方 123 首
,

含朱

砂的 2 5 首
,

占 2 .0 3 3 %
。

《证治准绳
·

幼科 ) 载方 2 271 首
,

含朱砂的 2 0 6 首
,

占 9
.

0 7% 四 。

动物试验结果表明
,

朱砂外用

能抑制
、

杀灭皮肤细菌和寄生虫
。

大青叶味苦
、

咸
,

性大寒
,

归心
、

肺
、

胃经
,

具有清热解毒
、

凉血消斑的功效
。

现代医学

关于其清热解毒功效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 2 点 : 一是

抗细菌内毒素的作用
,

二是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

尤其是抗内

毒素活性为该类中药的重要属性 9[] 。

实验证明大青叶对甲型流

感病毒
、

单纯性疮疹病毒
、

柯萨奇病毒
、

巨细胞病毒
、

乙型脑

炎病毒
、

腮腺炎病毒等有抑制感染并有抑制增殖作用
,

并且有

免疫增强作用 10[]
。

石葛蒲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石葛蒲的

干燥根茎
,

始载于 许申农本草经 )
,

被列为上品
,

味辛
、

性温
,

具芳香之气
,

行散之力强
,

为宣气通窍之佳品
。

药理研究表

明
,

石葛蒲主要含挥发油
、

氨基酸
、

糖类
、

脂肪酸
、

无机元素

等化学成分
,

具有免疫
、

抑菌
、

抗癌
、

抗突变等药理作用 口飞

诸药合用
,

共奏除邪辟秽之效
。

笔者认为
,

防感香佩包预防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主要

机制是杀灭细菌或病毒
,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

提高人体的免

疫力
。

一方面
,

大多数的芳香类药物香味散发到空气中可起到

杀菌
、

抗病毒作用 口2] ,

白芷
、

薄荷
、

朱砂
、

大青叶
、

石葛蒲等

挥发性较强
,

有确切的抗病原体作用
,

抑制外邪入侵
。

另一方

面
,

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表明
,

香药的主要成分挥发油经口
、

鼻

吸闻
,

可使大脑的嗅神经产生良好的香味刺激及对局部脯穴产

生缓慢刺激
,

促进机体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高
,

增强人体防御

能力
,

借以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 [, 3] 。

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的

根本原因是正气不足
,

邪犯机体
。

中医学历来强调预防疾病必

须扶助正气
,

提高人体的抵抗力
,

正气充足是抵御一切外邪的

根本
,

正所谓
“

正气存内
,

邪不可干
” 。

防感香佩包的药物气

味散发在空气中不但可起到祛毒辟秽作用
,

还可通过口鼻进入

人体
,

激发人体的阳气
,

振奋精神
,

活血醒神
,

鼓舞人体正

气
,

抵御外邪秽气侵入
。

这正是中医学的扶正祛邪理论
。

正如

件申农本草缈 所描述的
“

香者气之正
,

正气盛
,

则自能除邪

辟秽
” 。

佩戴香药以防病
,

是中医学治未病的一种特色疗法
。

目前

现代医学对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尚无效果确切的预防方法
,

虽然有相关疫苗
,

但因为病原体的变异性和感冒的复杂致病特

点
,

客观上尚需更加丰富
、

安全的手段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
。

而内服中药口感差
,

小儿难以配合和接受
。

中医香佩疗法简

单易行
,

安全有效
,

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防感香佩包预防小儿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效果良好
,

值得进一步

推广与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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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喉剑喷雾剂联合口炎清颗粒治疗儿童疽疹性口腔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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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观察开喉剑喷雾剂联合口 炎清颗粒治 万 儿重疤疹性 口腔炎的 临床万效
。

方法 : 60 例研究对象为在本院 门诊留

观的疤疹性 口腔炎患儿
。

将患儿 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

研究组采用开喉剑喷雾 (儿 重型 ) 联合口 炎清颗粒治 万
,

对照

组单纯 口服口 炎清颗 粒治 万
。

2 组万程均为 5 天
。

比较 2 组的万效
。

结果 : 总有效率研究组为 9 6 , %
,

对照组为 7 0刀%
,

2 组总有

效率比较
,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尸
< 住01 )

。

研究组 20 例 患儿治 万 1 天则体温恢复正常
、

疤疹缩 小
,

治 万 2 天共 25 例 患儿体

温恢复正常
,

而对照组治 万 2 天仅有 8 例 患儿体温恢复正常
。

结论 : 开喉剑喷雾剂联合口 炎清颗粒能有效治万 儿重疤疹性 口腔炎
,

效果要优于单一用药
,

且能有效缩短治 万 时间
,

不 良反应 少
。

〔关键词〕 疤疹性 口腔炎 ; 儿重 ; 开喉剑喷雾剂 ; 口 炎清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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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隋床资料显示
,

疮疹性口腔炎是由单纯疮疹病毒 I 型 分组法将 6 0 例患儿分为 2 组各 3 0 例
,

研究组男 21 例
,

女 9

洲 SV
一

1 )引起的急性口腔钻膜感染 [, 一 2] ,

儿童感染这类病毒会有 例 ; 年龄 6 一 7 月 4 例
,

8 月 6 例
,

1 岁 5 例
,

2 岁 6 例
,

2 岁

明显的疮疹在口腔内
,

因此在临床上比较容易诊断
。

6 月 一 5 以上 9 例
。

对照组男 19 例
,

女 11 例 ; 年龄 6 一 7 月 5 例
,

8

岁儿童为感染这类病毒的高发人群
。

在临床上有学者认为这类 月 7 例
,

1 岁 4 例
,

2 岁 6 例
,

2 岁以上 8 例
。

2 组性别
、

年

病毒主要是通过消化道
、

呼吸道以及皮肤钻膜等途径接触感 龄分布
、

白细胞等化验指标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染
。

在临床上多用开喉剑喷雾剂治疗
,

本研究旨在观察其联合 0
.

0 5)
,

具有可比性
。

口炎清颗粒共同治疗的临床效果
,

现将情况报道如下
。

2 治疗方法

1 临床资料 2
.

1 研究组 采用开喉剑喷雾剂 (儿童型 )( 贵州三力制药有限

6 0 例研究对象均为 2 0 13 年 1 一 12 月在本院门诊留观的 责任公司
,

国药准字 2 2 0 0 2 51 4 2) 联合口炎清颗粒 (广州白云山

疮疹性口腔炎儿童患者
。

患儿均因突发性高热
,

拒食
,

唇内
、

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

国药准字 2 44 0 21 73 0) 治疗
。

开喉剑

齿跟
、

颊钻膜
、

舌等各部位都散在分布单个或成簇的小疮疹
,

喷雾剂每天喷患处 3 一 4 次
,

口炎清颗粒根据儿童年龄折算用

口腔钻膜出现溃疡等症状而就诊
。

年幼的患儿主要表现为哭 药剂量
,

1 岁以下儿童每次服用 0
.

5 袋
,

每天 1 次 ; 1 岁以上

闹
、

拒食
、

流涎
,

而年长的患儿则会诉说口腔疼痛
。

采用随机 儿童每次服用 1 袋
,

每天 1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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