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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比较阿莫西林/ 舒巴坦合用氨嗅索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

方法

将 78 例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患者按就诊先后半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9 例
,

观察组给予阿莫西林 /舒

巴坦合用氨漠索治疗
,

对照组单予阿莫西林 /舒巴坦治疗
,

疗程均为 14 d
,

对两组治疗后的症状
、

体征改善时间

进行比较
。

结果 观察组在临床改善气喘
、

咳嗽和肺部哆音持续时间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尸 < 0
.

05 )
。

结

论 阿莫西林 /舒巴坦合用氨嗅索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能快速和有效缓解患者症状
,

疗效明显
,

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

〔关键词〕 阿莫西林 /舒巴坦 ; 氨滨索 ; 慢性支气管炎 ; 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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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是中老年人常见病
、

多发病
,

主要

症状是咳嗽
、

咳痰
,

且病程较长
。

如治疗不及时
,

对

老年人的健康危害较大
。

笔者采用阿莫西林 /舒 巴

坦合用氨澳索 (沐舒坦 )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

疗效明

显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为 2 0 09 习 6 一 2 01 0
一

12 在

我院住院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期病人共 78 例
,

按人

院时间先后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9 例
。

观察组

男 2 0 例
,

女 1 9 例
,

年龄 3 4 一 8 2 ( 5 1 士 1
.

6 )岁
,

病程

( 14
.

8 0 士 3
.

2 6 )年
。

对照组男 2 1 例
,

女 1 8 例
,

年龄

3 6 一 8 4 ( 5 2 士 1
.

4 )岁
,

病程 ( 14
.

6 8 士 4
.

12 )年
。

两组

患者在性别
、

年龄
、

病程等方面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5 )
,

具有可 比性
。

1
.

2 诊断标准 两组病例均符合慢性支气管炎急

性期诊断标准仁’ ]
。

1
.

3 治疗方法
1

.

3
.

1 对照组给予阿莫西林 /舒巴坦 (南昌振华医

药科技研究所生产
,

每瓶规格 1
.

5 9
,

批号
:
国准

H 2 0X() 4 0 1 )粉针剂 3 扩 d
,

溶于 10 0 m l 生理水
,

分 2



6 5 3

次静滴
,

共治疗 14 d
。

1
.

3
.

2 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的基础上加用氨澳索

(江苏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

注射用粉针剂
,

每瓶

规格 15 m g
,

批号
:
国准 H 2 0 0 6 0 15 4 ) 15 m群d

,

溶于

5 % 25 0 m l 葡萄糖溶液静滴
,

2 次 / d
,

共治疗 14 d
。

其他退热
、

止咳等对症治疗措施相同
。

1
.

4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
、

体征
、

胸部 X 线片变化和药品成本费用
。

1
.

5 疗效评定 ( l) 治愈
:
咳嗽

、

咳痰及其他临床

症状消失
,

胸部听诊两肺呼吸音清
,

实验室检查白细

胞正常
,

X 线拍片示两肺纹理消失 ; ( 2) 显效
:
咳嗽

咳痰等主要症状明显减轻
,

胸部听诊双肺仍可闻及

呼吸音粗糙或散在干鸣音
,

X 线拍片提示双肺纹理

较前明显减少 ; ( 3) 无效
:
咳嗽咳痰及其他主要临床

症状
、

体征无明显好转
,

或者病情有所加重
。

1
.

6 统计学方法 应用 P E M 3S
.

1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

计量资料以均数 士标准差 (无士
:
)表示

,

两组

比较采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犷检验
,

等级资料采

用秩和检验
,

以 尸 < 0
.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愈和总有效

率均优于对照组 (尸均 < 0
.

05 )
。

见表 1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 n)

组 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进步 无效 总有效率 ( % )

观察组 39 2 2 13 3 1 3 5 ( 8 9
.

7 )

对照组 39 14 14 8 3 2 8 ( 7 1
.

9 )

cZ 矿
一 2

.

15 3 4
.

04

P 一 0
.

0 3 13 0
.

0 5

2
.

2 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

住院费用和住院天数

比较 观察组的咳嗽消失时间
、

肺部哆音消失时间

明显 早于对 照组
, ` 分别 为 8

.

0 6 2 ( 尸 < 0
.

01 ) 和

2
.

4 4 2 (尸 < 0
.

05 )
。

观察组的住院天数短于对照组
,

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
,

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1 )
。

见表 2
。

表 2 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和住院天数

及费用比较 (无士
:

)

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

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

见病
,

尤以老年人多见 z[]
。

该病以咳
、

痰
、

喘
、

哮为

主要临床症状
,

由于患者气道分泌物增加
,

导致气道

相对狭窄
,

弹性减退
,

纤毛运动差
,

痰液不易咳出
,

细

菌极易在气道生长
,

致使炎症加重
。

特别是在急性

发作时
,

因患者脓痰或豁液脓痰明显增加
,

使已经变

形狭窄的呼吸道易被痰液堵塞
,

极易诱发呼吸衰竭
、

心衰等严重并发症
。

采用抗生素治疗会有一定的效

果
,

但该病病史长且病情迁延反复
,

大量使用抗生素

治疗
,

致使耐药菌株不断增加
,

所以单用抗生素难以

达到理想的疗效
。

因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除控制感染外
,

关键措施之一是用祛痰
、

止咳
、

解痉

平喘药物治疗 〔’ 〕 ,

尤其对年老体弱无力者
,

应以祛

痰为主
,

所以寻找有效的祛痰药物在慢性支气管炎

急性发作期的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

大量研究表

明 〔̀ ]新型祛痰药氨澳索对慢阻肺的祛痰疗效可靠
。

氨嗅索具有促进痰液排除和溶解呼吸道内粘稠分泌

物的特性
,

因而能显著地促进排痰
,

改善呼吸状

况 〔’ 〕 。

同时氨澳索还可增加抗生素在肺组织的浓

度比
,

与抗生素合用
,

支气管内可达到更高的浓度和

维持更长的时间〔̀ 」。

本研究结果表明采用阿莫西

林 /舒巴坦 + 氨嗅索治疗后
,

患者咳嗽
、

咳痰和喘息

均明显好转
,

疗效和总有效率均优于单纯采用阿莫

西林对照组 (尸 < 0
.

05 )
。

观察组 的住院时间明显少

于对照组
,

住院费用亦低于对照组
。

笔者认为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

在抗感染和其他

常规治疗措施的基础上加用氨澳索
,

可以明显改善

症状
、

缩短病程
,

尤其对老年支气管肺炎疗效更佳
,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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