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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沙丁胺醇氧驱雾化吸入治疗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杨小剑 吕志国 陈娇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莞 523945）

摘要：目的：观察硫酸沙丁胺醇氧驱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方法：将 146 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3 例。 对照组给予抗生素及氨茶碱、地塞米松静脉点滴平喘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硫酸沙

丁胺醇氧驱雾化吸入治疗。对比观察两组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硫酸沙丁胺醇氧驱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疗效确切，且起效

快，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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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及多发病，是
一种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这种慢性炎症导致气道
反应性的增加，通常出现广泛多变的可逆性气流受
限，并引起反复发作性的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等
症状。 急性发作可引起气道痉挛、呼吸困难甚至窒
息，治疗的关键是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快速缓解患者
气道阻塞症状，改善通气功能，控制喘憋。我院 2011
年 6月 ~2014年 6 月用硫酸沙丁胺醇氧驱雾化吸
入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73例，疗效满意。 现报
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选择哮
喘急性发作门诊患者 146 例，年龄 19~75 岁，按性
别、年龄、身高、体重、病情严重程度等随机配对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73例，其中每组男 38例，女 35
例。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两组病例均符合临床哮喘诊断标
准[1]，急性发作时均有咳嗽、喘憋、呼吸困难，肺部可
闻及哮鸣音。 全部病例均已排除心血管疾患、结核
病、惊厥及气管异物等病症。
1.3%%%%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抗生素及氨茶碱、地塞
米松静脉点滴平喘治疗，用 0.9%氯化钠 250%ml（国
药准字 H20044591） 加头孢呋辛（国药准字
H20066950）1.5% g，5%葡萄糖 250% ml（国药准字
H34023600）加氨茶碱（国药准字 H41022266）0.25%g
加地塞米松磷酸钠（国药准字 H42020019）10%mg静
脉点滴。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氧气驱动雾
化吸入硫酸沙丁胺醇溶液（国药准字 H20000348）
1~2%ml（根据病情加减）加 3%ml生理盐水注入面罩
式医用雾化器内，将喷雾器连接氧气，将氧流量调至
5~6%L/min，然后让患者戴上面罩，罩住口、鼻，让其
缓慢吸气、 呼气， 直至将药液吸完为止，5~10%min/

次。
1.4%%%%临床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过程中患者主要症
状、体征，包括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肺部哮鸣音改
善时间，同时观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疗效判断标准 按临床控制、显效、好转、无效
4级评定。 治疗 3%d内症状完全缓解，不需要用药为
临床控制；3%d内症状明显缓解，哮鸣音消失为显效；
5%d内症状缓解哮喘音基本消失为好转；5%d内症状
与体征改善不明显为无效。以临床控制、显效和好转
合计为有效，总有效率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总病例×100%。
1.6%%%%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统计学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表示，用 字2检验。 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9%，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见表 1。

表 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2.2%%%%不良反应 两组病例均未出现药物过敏、口腔
霉菌感染、皮疹、声音嘶哑、头晕、头痛等药物不良反
应。
3%%%%讨论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变应性疾病， 其本质
是气道慢性炎症及气道的高反应性。 患者常因接触
变应原等刺激物或治疗不当引起急性发作， 发作期
的主要病理生理改变是各种激发因素使支气管平滑
肌痉挛爆炸性细胞浸润、黏膜充血水肿、腺体分泌增
加，从而使气道狭窄。临床上出现喘息、气急、胸闷或

组别 n 临床控制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对照组

73
73

%20（27.4）
5（6.8）

39（53.4）
31（42.5）

11（15.1）
24（32.9）

3（4.1）
13（17.8）

70（95.9）
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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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常伴有哮鸣音的呼气性呼吸困难、低氧血症、
二氧化碳潴留，严重者出现端坐呼吸，甚至发绀。 若
不及时治疗可发展为呼吸衰竭等危象，急性发作时
必须短时间内采用有效措施控制发作，目的是尽快
缓解气道阻塞，纠正低氧血症，恢复肺功能，预防进
一步恶化，防止并发症。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哮喘防治 GINA
方案提出吸入短效 茁2受体激动剂作为缓解哮喘症
状的首选药物，吸入治疗越来越广泛用于哮喘病的
治疗[2]。沙丁胺醇是选择性 茁2-肾上腺受体激动剂[3]，
对可逆性气道阻塞起效快，可以特异性地兴奋支气
管平滑肌细胞上的 茁2肾上腺受体，能舒张支气管平
滑肌，有效抑制肥大细胞等致敏细胞，释放出变态反
应递质，减少气管黏膜的水肿，达到解除支气管痉挛
的目的。该法为哮喘急性发作快速有效的治疗手段，
可解除支气管痉挛，缩短和减少茶碱类药物及糖皮
质激素的应用时间，因为短程高剂量全身应用糖皮
质激素可导致消化道出血、高血压、高血糖等并发
症。氧气驱动雾化吸入以氧气为气源，吸入时吸氧浓
度明显提高，有利于改善血管周围组织的供氧情况，
防止支气管收缩引起的低氧血症，提高雾化吸入的
耐受性和效果，充分保证了疗效。 同时通过氧驱雾
化可将药液雾化成直径 1%滋m的气雾微粒， 局部聚
集较高浓度，随呼吸动作进入细支气管及肺胞内，直
接作用呼吸道，扩张支气管，而以高流量氧气为动

力，通过面罩式医用雾化器吸入，可解决哮喘发作时
吸气力量不足所造成的困难，加速气喘症状的缓解，
缩短了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临床使用安全、有效[4]。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9%，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P＜0.05），两组在临床治疗
上均无明显不良反应，与王庆军[5]的硫酸沙丁胺醇
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观察结果相类似， 表明硫酸沙
丁胺醇氧驱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能显
著改善哮喘症状，改善肺功能，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总之，氧气驱动雾化吸入硫酸沙丁胺醇溶液，能迅速
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患者胸闷、气喘等症状，为哮喘快
速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解除支气管痉挛、缩短了茶碱
类药物及全身激素的使用和降低住院率[6]。 应用无
明显不良反应及临床禁忌证，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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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血栓通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观察
石晓红

（江苏省太仓市科教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太仓 215400）

摘要：目的：研究注射用血栓通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方法：选取 2011 年 1 月 ~2014 年 1 月因急性脑梗死入住我院的患者
90 例，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 研究组采用血栓通 500%mg 加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连用 14%
d；对照组采用复方丹参注射液 20%ml 加入 0.9%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连用 14%d。结果：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

后，神经功能缺损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研究组治疗有效率为 95.6%；对照组治疗有效率为 73.3%，研究组治疗有效率要明显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注射用血栓通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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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环境变化、工作压力以及不健
康生活方式，使得急性脑梗死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 急性脑梗死突发性强、死亡率高，并且后遗症
也较为严重，会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痛苦[1]。 笔
者通过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90例急性脑梗死患
者，研究了注射用血栓通对于急性脑梗死的治疗效

果。 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1年 1月 ~2014年 1月因
急性脑梗死入住我院的患者 90例， 经过相关检查，
均符合脑血管病会议所制定的诊断标准。 按照自愿
原则平均分为两组：研究组 45例，对照组 45例。 研
究组男 27 例，女 18 例；年龄 61~79 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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