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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治疗小儿 MP 临床疗效确切，可迅速改善小儿发热、咳嗽

及肺部啰音等症状。
MP 感染可诱导机体产生各种细胞因子，其与相应受体结

合后，可介导和调节免疫功能和炎症反应，并相互影响，促进

急性期反应蛋白(hs- CRP)的形成。hs- CRP 是机体受到炎症

性刺激后肝细胞合成的急性相蛋白，一般可在炎症发生数小时

升高，48 h 即可达高峰，并随炎症消退降至正常水平。因此，

hs- CRP 可作为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的重要检测

指标[4~5]。IL- 2 作为参与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因子，在炎症反

应、抗肿瘤效应和移植免疫排斥反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

究表明，IL- 2 可通过诱导凋亡机制而清除自身反应性 T 细胞，

维持机体免疫平衡，而 MP 患儿中 IL- 2 下降，活化诱导凋亡

的能力降低，可相应的使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增殖，降低小儿

免疫功能，使机体炎症反应加重[6~7]。IL- 6 主要由机体活化的

T 细胞分泌，通常在正常人外周血含量很低，但在感染的刺激

下，T 淋巴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处于活化状态，导致 IL- 6 合

成和释放相应增多，加重机体炎症反应 [8]。本研究结果显示，

2 组治疗后 hs- CRP 和 IL- 6 水平显著下降(P＜0.01)；但中药

组下降程度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 组治疗

后 IL- 2 水平显著升高(P＜0.01)；但中药组升高程度更为明显，

与常规治疗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说明清肺汤

治疗小儿 MP 可显著控制小儿机体的炎症状态来缓解临床症

状，其机制可能通过降低 IL- 2 水平，升高 IL- 6 水平来调节

炎性细胞水平发挥抗炎治疗作用的。综上，清肺汤治疗小儿

MP 临床疗效确切，可快速改善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值得

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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