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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 10月 ~%2002年 12月用喜炎平注射液治疗
小儿支气管肺炎 68例，取得显著疗效。 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

132例均符合支气管肺炎的诊断标准[1]，将其随机分为
治疗组 68例，男 50例，女 18例；对照组 64例，男 42例，女
22例。 2组在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差
异，具有可比性。
2%%%%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综合对症治疗，包括降温、镇静、氧疗及抗
生素运用。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喜炎平注射液（江西
青 峰 制 药 厂 生 产 ，50mg/2mL， 批 号 ：20021017）0.2% ~%
0.4mL/kg，稀释后静脉滴注。
3%%%%疗效观察

治疗组显效（用药 1%~%3d体温下降，咳嗽减轻或消失，肺
部罗音显著减少或消失）54例，有效（用药 4%~%7d体温下降，
咳嗽减轻，肺部罗音减少）12例，无效（用药超过 7d，症状、
体征无改善）2例；对照组分别 32、16、16例。 总有效率前者
97.06%，后者 78.13%，2组疗效比较，P <0.05，差异显著。
4%%%%讨论

喜炎平注射液系中药穿心莲的有效成分穿心莲总内酯

磺化后的穿心莲总内酯磺酸盐的灭菌水溶液，对细菌内毒素
引起的发热有明显的解热作用，能对抗化学刺激物及组织胺
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促进肾上腺皮质功能，可提高白
细胞（中性粒细胞及巨噬细胞）对细菌、病毒的吞噬作用，提
高血清中溶菌酶的含量，增强细胞免疫能力，具有较好的抗
菌消炎作用。 支气管肺炎的病理生理改变是支气管因粘膜炎
症水肿而管腔变窄，肺泡壁因充血水肿而变厚，肺泡腔内充
满炎症渗出物，影响了通气与气体交换[1]。 喜炎平注射液的抗
炎作用可有效抑制炎症时毛细血管通透性，从而减少炎性渗
出物，缓解气道狭窄与堵塞，改善肺的通气功能并减轻内毒
素对机体的损害。 从本组治疗结果来看，70.59%的患儿于
72h内体温降至正常，咳嗽减轻或消失，肺部罗音显著减少或
消失，说明喜炎平注射液能迅速缓解症状，明显缩短病程，且
在使用过程中未发现不良反应，对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治疗具
有独特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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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3月 ~2003年 3月， 我科采用适贝高与必奇联
合治疗小儿迁延性腹泻 50例，疗效显著。 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80例均为我院儿科门诊及住院观察患儿。按随机原则分
为 2组，治疗组 50例，男 29例，女 21例；年龄 2~44岁，2岁
以上 6例；早产儿 2例；人工喂养 36例，母乳喂养 4例。 对照
组 30例，男 23例，女 7例；1~2岁 47例，2岁以上 3例，早产
儿 1例；人工喂养 22例，母乳喂养 8例。 2组腹泻次数 >4次
/d，大便性状呈水样便或粘液样便，病程 >2周，大便镜检脂
肪球（+~+++），白血球无或少许，大便细菌培养阴性为主，血
常规正常。2组在性别、年龄、症状及体征方面无明显差异性。
诊断标准按照文献[1]。
2%%%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必奇，<1岁 1g/次，1~3岁 1.5g/次，>3岁 3g/

次，均为每日 3次。 3d为 1个疗程。 治疗组除以上治疗外，加
适贝高（江西博士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口服，≤3岁
5g/次，3~6岁 7.5g/次，6~12岁 10g/次，每日 3次。 2组均不
用抗生素及收敛止泻药，均按脱水程度给予口服补液或静脉
补液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发热者予降温等处理，给易消化、维
生素饮食。
3%%%%疗效观察

按文献[2]标准，治疗组显效（粪便性状及次数恢复正常，
症状消失）、有效（粪便性状及次数明显好转，症状明显改
善）、无效分别为 36、12、2例，对照组分别为 16、10、4例，总
有效率前者 97%，后者 86.6%。 2组对比，χ ２＝２０．５７，P%%<0.01，
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4%%%%讨论

小儿迁延性腹泻系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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