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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养亲汤治疗毛细支气管炎 64例效果观察
肖健

（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儿科 苍南 325800）

摘要：目的：探讨三子养亲汤和盐酸氨溴索治疗毛细支气管炎化痰效果比较。 方法：采用随机分组对照法，比较了

126 名患儿病程和症状、体征变化。结果：发现采用三子养亲汤组病程缩短，症状和体征恢复快，特别是咳嗽及肺部罗

音消失时间明显缩短。 结论：三子养亲汤治疗毛细支气管炎有明显效果，其化痰作用大于盐酸、氨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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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支气管炎（简称毛支）为儿科多发病，多数由呼吸
道合胞病毒感染所致，以咳嗽、喘憋为其特点，目前无特效的
治疗方法。 加上小儿呼吸道生理解剖上的特点，痰液不易排
出，故常并发细菌的感染，从而使病情延长，所以治疗毛支止
咳平喘、化痰、祛痰非常关键。 我们采用三子养亲汤加味促进
肺部痰液的排出和吸收，并有止咳平喘功效。 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2002年 1月 ~%2004年 1月的住院患儿， 按有关毛支诊
断标准[1]，全部符合毛支诊断患儿共 126例，按色球随机分成
2组，其中治疗组 64例，其中男 35例，女 29例；年龄从 2个
月至 2岁，平均年龄（9.3±4.0）月。 对照组 62例，其中男 32
例，女 30例；年龄从 55d%~%2岁 3个月，平均年龄（9.2±4.3）
月。 2组有可比性（P%%>0.05）。
2%%%%方法

治疗组除常规抗生素和雾化吸痰治疗外， 于疾病的第 3
天开始服用三子养亲汤煎剂，组方如下：葶苈子 90g、白芥子
20g、苏子 90g、莱服子 50g、丝瓜络 40g、桔梗 40g。 药材均采
用浙江中医学院药厂的饮片， 在韩国产的 KYUNG%SED%
MACHINE煎药机，型号 13-7-7024上保持压力 3.0Kgf/cm下
煎 30min，煎取 1%000mL，备用，20mL/kg·d，分 3次灌服。 对
照组除常规抗生素和雾化吸痰治疗外，于病程的第 3天开始
按说明书年龄剂量予盐酸氨溴索 2.5mL/次，每日 2%~%3次。

统计学处理主要症状、体征恢复天数以 X%%±S%%表示,其均
数比较用 t检验,肺部 X片恢复计算相对数(%)，其比较用 χ ２

检验。
3%%%%结果

治疗组发热 、无明显差别，但咳嗽、喘及肺部罗音消失天
数均小于对照组（P%%<0.01），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1。

治疗前后胸片变化比较：治疗前 2组胸片均有不同程
度的纹理增强、点、片状阴影、肺气肿等表现，治疗后 7d，胸片

恢复正常例数，治疗组为 85.2%，显著高于对照组 68%，有显著
差异（P%%<0.05）。

表 1%%%%三子养亲汤治疗毛支疗效比较（X%%±S%） d

%%%%%%%%%%%%%%%%%%n %%%%%%%%%%发热 咳嗽 喘弊 肺部罗音
治疗组 64%%%%%%%4.1±1.9%%%%%5.3±1.4%%%%%3.3±1.5%%%%%%%5.1±2.0
对照组 62%%%%%%%5.0±1.3%%%%%7.0±1.8%%%%%5.2±1.9%%%%%%%7.5±1.6
%%%%%t%%%%%%%%%%%%%%%%%%%%%%%%%%%2.32%%%%%%%%%%4.19%%%%%%%%%%4.76%%%%%%%%%%%%2.97
%%%% P%%%%%%%%%%%%%%%%%%%%%%%%>0.05%%%%%%%%%<0.01%%%%%%%<0.01%%%%%%%%%%<0.01%
4%%%%讨论

毛支是儿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病程一般是 7%~%14d左
右，但临床上常因小儿痰液吐之不出，并发感染等原因往往
使肺部炎症不易消失，痰液吸收不良，病期延长。 而目前儿科
临床普遍使用盐酸氨溴索作为祛痰剂，疗效尚不能完全令人
满意。 而中药的止咳平喘化痰有其独特的疗效。 经现代医学
研究证明，方中葶苈子不但具有泻肺平喘化痰的功效，且有
减少肺部充血水肿的作用；白芥子除能消各种痰结，温肺化
痰，且有减少痰液生成的作用；苏子能降气化痰，止咳平喘，
有通便等功效，还能促进痰液稀释，扩张支气管平滑肌；莱服
子有降气消痰功效，亦能减少痰液的生成；丝瓜络、桔梗能通
络化痰，又能反射性地增加气管分泌，稀释痰液并促进痰液
的排出。 因此，上述药物合理配伍其结果显示治疗组不仅在
咳嗽、喘憋、肺部罗音等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时间明显小于
对照组（P%%<0.01），且在胸片改善方面也明显好于对照组（P%%
<0.05）。 而且经过我们长达 2年多的运用，并未发现有任何
副作用，是一种安全、经济、有效的治疗毛支的手段，有较高
的临床使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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