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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淑敏 ， 厉艳合 麻杏石甘汤加味治疗急性期小儿哮喘

临床研究 】 中 医学报 ，

【
赵思佳 ，

马艳红 ， 傅延龄 ，
等 麻杏 石甘汤 治疗小儿肺

，
炎随机对照试验 的 系统评价及量效分析研究 中华 中

刘文科 ， 张丽芬 小剂量氨茶碱配合低剂量布地奈德气 医药杂志 ， ，
：

雾剂吸入防治儿童哮喘疗效观察 丨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

（责任编辑 ： 刘淑婷 ， 吴凌 ）

’
：

麻黄汤合止嗽散联合西药治疗风寒犯肺证

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研究

王锋 ， 夏齐樽

浙江嘉兴新安国际医院
，
浙江 嘉兴 浙江海宁康华医院 ，

浙江 海宁

摘要 目的 ： 观察用 麻黄汤合止嗷散联合西 药 治 疗风寒犯肺证咳嗷变异性哮喘的 临床效果 方法 ： 将 例风寒犯肺证咳嗷

变异性哮喘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 治疗 组各 例 对照组给 予 沙美特 罗替卡松粉吸入 剂治 疗
，

治疗 组在对照组 治疗 基础上 以麻黄

汤合止嗽散加减治 疗 组均 以 丨 天为 丨 疗程 ，
治 疗 疗程 观察 组患者临床症状的 改善情况 ，

比较患者治 疗后肺功 能激发试

验转 阴率及临床疗 效 结果 ： 临床疗 效总有效率对照组为
，
治 疗 组为 组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 意 义 （ 治

疗前
，

组患者肺功能激发试验均 显示 阳性 治 疗后
，

治 疗组肺功能激发试验显示转 阴者为 例 （ 对照组肺功能激发试

验显示转 阴者为 例
（ ，

组转 阴 率比较 ， 差异有 显著性意 义 （
结论 ： 麻黄汤合止嗽散联合西 药 治 疗风寒犯肺证

咳嗽 变异性哮喘能有效改善 患者的 临床症状 ，
提高 患者肺功能激发试验转 阴率 ，

凸 显出 中西 医结合 治 疗的优势与 特色 ， 疗 效显著

关键词 咳嗷 变异性哮喘 ；
风寒犯肺证 ； 中 西 医结合疗 法 ； 麻黄汤 ；

止嗷散 ；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 肺功能激发 试验转

阴率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 以晐嗽为主要临床表现甚则唯
一症状的 《咳 嗽中 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版 》 中 的相关标准辨证 为

特殊类型哮喘 ， 该病起病急促 、 缠绵难愈 ， 常反复发作 ， 多 因 风寒犯肺证 ；

签署知情同意书 。

吸入灰尘 、
油烟等诱发或 加重 ， 发病 以夜 间 为 多 。 有统计显 排除标 准 不遵医嘱洽疗的 患者

；

对所用 药物过敏者 ；

示
，
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若 因不及时诊断而缺乏早期适当的治 精神病 、 痴呆 、 严重心理障碍等患者 ；

心、 肝、 肾等有严重功

疗 ， 约有 以上会发展为典型哮喘
“
。 由此可见 ， 咳嗽变异 能障碍者

；

孕期 、 哺乳期妇女 。

性哮喘的 早期诊 断及治疗至 关重要 。 笔者 以 中西医结合 为思
—

般资料 纳入 年 月
一

年 月 于浙江嘉

路 ， 用麻黄汤 、 止嗽散联合西药对风寒犯肺证咳嗽变异性哮喘 兴 新安国际医 院诊治 的 例风寒犯肺证晐嗽变 异性哮喘患

患者进行治疗 ，
效果满意 ， 现报道如下 。 者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 对照组 例

，

临床资料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

纳入标准 符合 《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版 》 中 程 月 年 ， 平均 ± 月 。 治疗组 例 ， 男 例 ，

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标准 ， 肺功能激发试验显示阳性 ；

符合 女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月

收稿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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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平均 ± 月 。 组性别 、 年龄、 病程等
一

般 资料 化与典型哮喘相似 ， 以气道反应性增高为最主要 的生理学改

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 说 明 组患者之间具 变
， 气道慢性炎症和重构参与疾病的 发生和发展 现代医学

有可比性 。 多 用祛痰 、 止咳平喘 、 抗感染 、 解痉等药物治疗 。 沙美特 罗替

治疗方法 卡松粉吸入剂是洽疗本病 的 常用药物 ， 临床 见效快 ，
效果明

对照组 给予沙美特罗 替卡松粉吸入剂 舒利迭
，
公司 名 显

，
但是不治本 ， 多反复发作 ，

且患者长期服用 ，
机体耐药性

称 ： 注册证号 治 明显 ， 副作用 多 。 以 中西医结合 为思路论治可取长补短 ， 具有

疗 ，
每次 吸 ，

每天 次
，

天为 疗程
，

治疗 疗程 。 单纯中药或西药治疗不可 比拟的优势 。 中 医学认为
，
本病属咳

治 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麻黄汤 合止嗽散加减 嗽的范畴 ， 多 因 感受风寒之邪 ， 邪气犯肺 ， 肺失宣肃 ， 肺气上

内服治 疗 ，
天 为 疗程 ，

治疗 疗程。 方药组成如下 白 逆而致 ， 临床所见多 为风寒犯肺证 。 患者常见反复咳嗽 ，
以夜

芍 百部 炙麻黄 、 桂枝 、 苦 杏仁 、 桔梗各 ， 间咳嗽为主 ， 甚则咳不能眠 ， 有少量 白 色泡沫痰咳出 ， 恶寒明

紫菀 、 苏叶各 ， 白前 ， 甘草 。 随症加减 呕吐甚 显
， 咽痒 ，

二便正 常
，
纳少

， 眠差 ， 舌淡红 、 苔薄 白
，
脉弦

者 加入姜半 夏 生姜 咳嗽甚者加入旋复花 滑 ， 为典型风寒犯肺之证 。 临床治疗须解表散寒 ， 温润止咳 。

咽痛甚者加入蝉蜕 、 地龙各 。 每 天 剂 ， 煎煮后去渣取 本研究采用 的麻黄汤合止嗽散 ， 方以辛温药物 为主 ，
麻

汁 早晚服用 ，
天为 疗程

，
治疗 疗程。 黄 、 苏叶疏散风寒 ；

苦杏仁配麻黄升降相调 ， 增强止咳平喘之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功 ； 桂技 、 麻黄上行而散 ， 增强温经散寒 、 透 营达卫之功 ，

桔

观察指标 观察 组患者临床 症状的改善情况 ， 比较患 梗宣通肺气 、 祛痰利气 ；

百部润肺止咳 ；

紫菀辛温润肺 ，
苦温

者治疗后肺功能激发试验转阴 率及临床效果 。 下气 ， 补虚调中 ， 消痰止渴 ；

白前泻肺降气 ， 下痰止嗽 ；

白芍

统计学 方 法 采 用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合甘草为芍药甘草汤 ，
有解痉缓急之效 。 诸药配伍

，
共奏解表

计学分析 ， 计量资料 以 ± 表示 ， 进行 检验 ； 计数资料采 散寒 、 温润止咳之功 。

用 检验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
组患者经过治疗

，
咳嗽 、 气急 、 咽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痒 、 晐痰 等临床症状均有所改善 ， 以治疗组的改善尤为 明显 ，

疗 效标 准 参照 《中 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 》 拟定 。 痊 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 、 肺功能激发试验转 阴率均高于对照

愈 临床症状全部消失 ， 月 内 随访均无复发 。 显效 ： 临床症 组 。 提示麻黄汤 、 止嗽散联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

状明显减轻 ，
咳 嗽频率减少至少 ， 治疗后 周 内 症状消 入剂治疗风寒犯肺证咳嗽变异性哮喘能有效改善患者 的临床

失 ， 月 内 随访均无 复发 。 有效 临床症状有所好转 ， 咳 嗽 症状 ，
提高肺功能激发试验转阴 率 ，

凸显 出 中 西医结合治疗

频率减少至 少 治疗后 周 内 症状减轻 ，
在半月 至 月 的优势与特色 ， 疗效显著 ， 值得临床深入研究和运用 。

内 消 失 ， 月 内随访均 无复发 。 无效 ■

临床症状无 变化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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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作为 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 其病理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