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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咳嗽与胃食管反流病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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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例资料
我院自 1996年 3月 ~2000年 10月， 治疗 30例久治不

愈的慢性刺激性干咳、咽部发痒，以夜间熟睡中时有发作为
甚的病人。 1例伴夜间发作性哮喘，5例伴声音嘶哑；30例病
人均剑突下及胸骨后轻度烧灼感、反酸、嗳气。 男性 21例，女
性 9例；年龄 35~70岁，平均 54.5岁；患者病史最短 6个月，
最长 2年半；均表现刺激性干咳、咽部发痒，多在平卧时明
显，21例病人曾诊断为支气管炎， 其中 1例诊断为支气管哮
喘，9例诊断为慢性咽炎，经内科或五官科正规治疗后，效果
不理想。 体格检查：咽部轻度充血，心肺无异常体征，肝脾未
触及，腹水征阴性，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 X线胸片示：肺纹
理稍增粗，肺实质无异常。 喉科检查：咽部及声带轻度水肿，
无结节。 以上病例行内镜检查，诊断标准按 1994年美国洛杉
矶世界胃肠病大会所制定的标准：A级 15例、B级 4例、C级
2例、D级 1例。 8例病人内镜下无食管炎表现。治疗方法：嘱
病人抬高枕头，减少脂肪摄入，避免吃巧克力、咖啡、薄荷等
刺激性食物，肥胖者减轻体重，餐后 3h内避免平卧，20例病
人给予法莫替丁 20mg， 每日 2 次；10 例病人给予洛赛克
20mg， 每日 1~2次。 以上病人均联用西沙必利 10mg， 每日
3~4次，治疗 8周后，改为维持治疗，维持治疗方法为治疗量
半量或单一用一种药，维持治疗量最短 1个月，最长半年。
2%%%%结果

30例患者治疗 8周后， 复查胃镜表现为 28例已完全愈
合，2例表现基本愈合。 治疗 2周后上腹部症状明显改善，刺
激性干咳、咽部发痒、声音嘶哑基本消失，能安静入睡。1例哮
喘病人经治疗后未再发作。 随访病人中，2例病人 1年后复
发，4例病人 2年后复发，按食管炎治疗仍有效。
3%%%%讨论

胃食管反流病（GERD）系指胃和（或）十二指肠内容物
反流入食管引起食管粘膜炎症、糜烂、溃疡或纤维化等病变。
典型症状包括烧心和（或）反酸、胸骨后疼痛、咽下困难、梗
阻感，常见于饱餐后，服巧克力、咖啡，平卧或弯腰后加重，抑
酸剂、抗酸剂可缓解。 本病除招致食管损伤外，反流的胃液可
导致食管以外的组织损害。近年来的研究已表明约 50%的非

心源性胸痛、78%慢性声音嘶哑、82%的哮喘及部分慢性咳嗽
与 GERD有关[1]。反流性食管炎临床表现亦有很大差异，有的
有明显反流症状，却无食管异常表现；有的从食管炎已发展
为溃疡却无明显症状。 食管下端括约肌压力降低、 松弛是
GERD基本原因。 当酸性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时， 只需 1~2
次（约 10~15s）食管继发性蠕动即可将其排空，而残留的少
量酸性溶液被分化的唾液中和。 在夜间睡眠时，唾液分泌几
乎停止，且很少有食管蠕动，同时夜间的食管廓酸动作可以
延迟到 30min或更长时间出现[2]，致使夜间反流更存危害性。
反流性胃液可侵蚀咽部、声带和气管而引起慢性咽炎、慢性
支气管和慢性声带炎，临床称之为 Delahunty综合征[3]。另外，
胃食管反流是诱发和促进加重支气管哮喘，特别是内源性哮
喘的一个重要因素[3]。 同时由于哮喘与食管反流两者互为因
果形成恶性循环，微量食管反流物的吸入可刺激呼吸道的迷
走神经感受器，引起支气管痉挛，导致刺激性咳嗽、哮喘。 由
于患者的食管粘膜对酸性相对不敏感，故患者去耳鼻喉科就
诊较多。 还应强调指出有些患者无论如何询问亦可能问不出
胃食管反流的症状， 可能因为患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咳嗽、咽
部发痒、哮喘上之缘故。 故笔者认为在临床对那些久治不愈
的慢性咳嗽、咽部发痒、声音嘶哑、哮喘是否考虑有胃食管反
流病可能，可以给予诊断性抗酸、抑酸及给胃肠动力药等治
疗，症状控制继续用药 8~12周，改为维持量治疗，必要时做
胃镜检查。 总之，GERD对呼吸道、咽喉部损伤产生的症状，
影响某些呼吸疾病及咽喉部疾病的治愈过程及所致并发症
等，值得引起临床医生在工作中重视，需详细询问病史，认真
检查，以便及时进行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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