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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是指出生 28 天内的患儿由于体内胆红素代谢

异常而导致血液中胆红素含量过高，从而出现患儿皮肤、巩膜

黄染为特征的常见疾病[1]。该病有生理和病理性之分，病理性

黄疸较生理性黄疸持续时间长，病情较重，且无自愈性，严重

者甚至可造成患儿胆红素脑病，致残或致死[2]。因此，应加强

监测新生儿胆红素水平，以及提高对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效果，

这对新生儿健康水平的提高显得极为重要。临床中，笔者采用

退黄利胆汤结合光疗方法治疗新生儿黄疸，并与单纯光疗方法

比较，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观察病例均为 2013 年 2 月—2014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新

生黄疸患儿共 76 例，所有患儿于出生后 3 天内出现黄疸症状

(血清胆红素值介于 215～325 μmol/L 之间)，诊断标准均符合

《儿科学》 [3]中相关诊断标准。将其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38
例，男 20 例，女 18 例；胎龄 37～42 周；体重 2500～4000 g；

其中顺产分娩 13 例，剖宫产 25 例；出现黄疸的时间平均为

退黄利胆汤治疗新生儿黄疸 38 例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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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退黄利胆汤治疗新生儿黄疸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76 例新生黄疸患儿随机分为 2 组各 38 例，治疗组在蓝

光照射的同时配合退黄利胆汤口服治疗，对照组 38 例患儿仅给予蓝光照射治疗。结果：治疗后 2 组患儿血清胆红素含量均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 （P < 0.05），且治疗组血清胆红素下降较对照组更显著 （P < 0.05）。显效率治疗组为 97.4%，对照组为 71.1%，2 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组 2、4 天时黄疸消失的患儿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

组 10、20 天时肝功恢复正常的患儿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退黄利胆汤对新生儿黄疸有较好

的辅助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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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uihuang Lidan Decoction for Neonatal Jaundice：A Report of
38 Cases

ZHAO Zuoxi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uihuang Lidan Decoction for neonatal jaundice. Methods：

Seventy- s ix cases of newborn jaund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lu- ray exposure and Tuihuang Lidan Decoc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given the
blue- ray exposure. Results：The level of serum bilirubin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as declined(P < 0.05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The decrea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The markedly
effective rate was 97.4% in the treatment group，and was 71.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P＜0.05).
Children with jaundice disappear on treatment day 2 or 4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children with liver function recovering to normal on treatment day 10 or 20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also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Tuihuang Lidan Decoction has good synergis tic effect on neonatal
jaun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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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对照组 38 例，男 23 例，女 15 例；胎龄 37～42
周；体重 2400～4100 g；顺产患儿 16 例，剖宫产 22 例；

黄疸出现平均时间为 2.5 天。2 组新生儿均为母乳喂养，并

排除发育畸形、胆道闭锁患儿，并确保患儿并无外颅内出

血、败血症等疾病。2 组新生儿均出现皮肤、巩膜黄染等症

状，体温介于 36～37℃。2 组新生患儿日龄、体重、性别、
黄疸严重程度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

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给予蓝光箱照射治疗，波长控制在 400～470
nm，照射时注意保护患儿眼部，每天照射时间为 8 h 左右。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退黄利胆汤。处方：

茵陈 6～10 g，大黄 1～2 g，茯苓 5～8 g，太子参 5～7 g，

麦冬 2～5 g，黄芪 8～10 g，黄柏 5 g，虎杖 5～8 g，丹参

5～8 g。加减：呕吐加半夏 2～5 g，竹茹 3～6 g。每天 1 剂，

水煎 30 min，于 2 次母乳中间喂服，黄疸症状消退时停服。
2 组均以 5 天为 1 疗程，一般治疗 1～2 疗程。

3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项目 治疗过程中实时监测患儿静脉血中胆红素的

含量，并观察比较 2 组临床疗效、患儿黄疸消退时间以及肝

功能恢复时间。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5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用 χ2 检验。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显效：血清中胆红素测量值 <215 μmol/L，

患儿皮肤、巩膜的黄染症状消失、体温恢复正常、大小便正

常；有效：血清中胆红素测量值介于 215～285 μmol/L 之间，

皮肤、巩膜的黄疸基本消退，体温恢复正常、患儿精神较好；

无效：血清中胆红素测量值并无下降趋势或有上升趋势。
4.2 2 组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含量比较 见表 1。治疗后 2 组

患儿血清胆红素含量均较治疗前降低(P < 0.05)，且治疗组血

清胆红素下降较对照组更显著(P < 0.05)。

表 1 2 组治疗前后血清胆红素含量比较(x±s) μmol/L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②P < 0.05

4.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2。显效率治疗组为 97.4% ，

对照组为 71.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4 2 组患儿黄疸消失时间比较 见表 3。治疗组 2、4 天时

黄疸消失的患儿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表 3 2 组患儿黄疸消失时间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5 2 组患儿肝功能复常时间比较 见表 4。治疗组 10、20
天时肝功能复常的患儿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

表 4 2 组患儿肝功能复常时间比较 例(%)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5 讨论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时期较为常见的疾病，发病原因有多

种如溶血性黄疸、感染性黄疸、母乳性黄疸以及由于遗传性黄

疸等。无论是生理性黄疸或病理性黄疸，胆红素的浓度如果超

过 285 μmol/L 一定时间，则有可能导致胆红素性脑病，即核

黄疸，给患儿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蓝光照射方法治疗新生儿黄

疸的原理为体内未结合的胆红素在蓝光照射的作用下会转变成

水溶性物质，可由胆汁及尿液排出体外。蓝光照射治疗新生儿

黄疸的方法用于临床已久，疗效确切，但是有些患儿在治疗期

间会出现发热、皮疹、核黄素缺乏等不良反应，更有甚者会对

视网膜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现代医学水平对于如何促进胆红

素排泄并无特效药物，随患儿光疗次数的增加，不良反应会逐

渐增多而不得不停止光疗。
新生儿黄疸可以归属于中医学胎黄范畴，由于患儿在母体

内受湿热熏蒸，造成胆汁排泄异常，溢于肌肤表面造成皮肤、
巩膜黄染。新生儿黄疸治疗多以清热利胆、排湿解热，促进胆

红素排泄、保护患儿的肝功能为原则。退黄利胆汤中茵陈蒿为

君药，功能利湿退黄，经研究证实其有保肝护胆、抗病毒的作

用。虎杖、黄柏、生大黄共为臣药，三者均能利湿解毒、活血

退黄，研究证实其有抗菌、抗病毒作用。上述药物可促进胆红

素从患儿粪便中排出体外。茯苓、太子参、麦冬、丹参等为佐

药，功能清热利湿、保肝利胆、扶助正气，辅助君、臣加强退

黄的目的。
本观察显示，治疗组临床显效率、降低血清胆红素含

量、黄疸消失时间、肝功能复常时间的均优于对照组，提示

蓝光疗法结合退黄利胆汤辅助治疗新生儿黄疸，可达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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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variantas thma，CVA)是一种非典

型性哮喘，以慢性咳嗽为主要表现，易被误诊为急性呼吸道

感染、支气管炎等，导致患儿病情迁延不愈，发展为典型哮

喘[1]。孟鲁司特钠是目前作用最强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

儿童 CVA疗效较好，但其复发率仍较高[2]。研究发现中西医结

合药物治疗儿童 CVA在预防复发上存在一定的优势[3]。本研究

采用桑杏清肺汤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 CVA，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纳入 2012 年 1 月—2013 年 7 月本院儿科门

诊治疗的 CVA 患儿 7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各 37
例，实验组男 19 例，女 18 例；年龄 5～11 岁，平均(7.6±
1.2)岁；病程 1～11 月，平均(4.2±0.9)月。对照组男 21 例，

女 16 例；年龄 5～12 岁，平均(7.4±1.1)岁；病程 1～10 月，

平均(4.1±0.7)月。2 组患儿的性别、年龄、病程等经统计学

处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符合《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 [4]中

的有关标准。排除肺结核、鼻窦炎、鼻后滴漏综合征、气道异

物、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等原因引起慢性咳嗽的患儿；伴

有先天性心脏病、严重肝肾、血液系统疾病的患儿；治疗前 4
周内使用过糖皮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抗组胺药或茶碱类药物的患儿。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予以口服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杭州默沙东制药有

限公司)，每次 5 mg，每天 1 次。
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桑杏清肺汤方治疗，

处方：桔梗、马兜铃、蜜炙枇杷叶、瓜萎皮、桑叶各 15 g，

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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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桑杏清肺汤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 （CVA） 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CVA 患儿 74 例随机

分为 2 组各 37 例，对照组予以孟鲁司特钠治疗，实验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桑杏清肺汤治疗，2 组患者均治疗 8 周，观察 2
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实验组总有效率为 94.59%，对照组为 78.3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实验组患

儿 CVA 的复发率及典型哮喘转化率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桑杏清肺汤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童 CVA 的疗效显著，中

远期疗效较好，能降低 CVA 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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