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新医学 2015年 11月 第 8卷 第 11期 ·1047· 

3％高渗盐水联合利巴韦林雾化治疗 

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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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 3％高渗盐水联合利巴韦林超声雾化吸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方法 将 

163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随机分为三组(A组 57例、B组 53例和 C组 53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A组加 

用 0．9％生理盐水 10 ml+庆大霉素 8万 U+地塞米松 5 mg超声雾化吸人；B组加用 0．9％生理盐水 1O rnl+ 

利巴韦林0．1 g+地塞米松5 mg超声雾化吸人；C组加用3％高渗盐水 1O IIlI+利巴韦林0．1 g+地塞米松5 mg 

超声雾化吸人，2次／d，疗程4 d。比较三组疗效和咽痛、咽痒、声嘶及咳嗽缓解时间及不良反应。结果 C组 

在咽痛、咽痒、声嘶及咳嗽缓解时间上优于A组；在咽痒方面优于B组。A组有 1例用庆大霉素雾化后出现 

哮喘等过敏反应，另两组未出现不良反应。结论 3％高渗盐水联合利巴韦林超声雾化吸人治疗上呼吸道感 

染能改善症状，缩短病程 ，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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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3％ hypertonic saline combined with ribavirln atomization inhalation in treatment of upper respira— 

tory tract infection TENG Xiao—ming，GAO Xiu-juan，LIU Qiang，et a1．Department ofXinghu Outpatient，the 

People s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3％ hype~onic saline combined with fibavirin atomization 

inha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Methods 163 patients with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 

fee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with 57 cases in group A，53 cases in group B and 53 cases in group 

C．On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in the three groups，Group A was treated with ultrasonic atomization inhala- 

tion of 0．9％ saline 10 ml+Gentamicin 80 000 units+5 mg dexamethasone：Group B was treated with ultrasonic at- 

omization inhalation of 3％ hypertonic saline 10 ml+ribavirin 0．1 g+5 mg dexamethasone：Group C was with 3％ 

hypertonic saline 10 ml+ribavirin 0．1 g+5 mg dexamethasone ultrasonic atomizing inha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all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treated two times a day，four days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 The 

efficacy and sore throat，itchy throat，hoarseness and cough relief time and adverse reaction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Results Sore throat，itchy throat，hoarseness and cough relief were improved better in group C than 

those in group A．Pharyngeal itching relieving time was shorter in group C than that in group B
． No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except that one case in group A experienced asthmatic symptoms after using gentamicin aerosol because of 

allergic reaction．Conclusion 3％ hype~onie saline combined with ribavirin ultrasound atomization inhalation is el- 

feef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 It can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ho~en the 

course of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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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门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约70％～80％由病毒感染引起，出现咽痛、咽痒、声 

嘶和咳嗽等症状，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 

活。我院星湖门诊自2014-07～2015-02对来诊的 

163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辅 

以不同的药物进行雾化吸人治疗，并对各组疗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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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63例患者均符合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的诊断标准 ]。其中男62例，女 101例，年龄 

14～83岁。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组、B组和 c 

组，三组在性别、年龄、病情及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三组基线资料比较[ (％)，(面± )] 

． ． 
性别 病情 

组 别 例数— —  年龄(岁) — — 病程(d) 
男 女 轻度 中度 

A组 57 23(4o 4)34(59 6)41 65±14．28 39(68．4)~8(31．6)5．91±5 11 

B组 53 加(37．3)33(62．3)44．36±16 90 36(67．9)17(32 1)6．55±6．35 

C组 53 19(35．8)N(N．2)44．23±15．11 35(66．0)18(34．0)6．o6±6．03 

1．2 治疗方法 三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用抗病 

毒口服液 l0 ml，3次／d(杭州老桐君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 20141109)，肺力咳口服液 20 ml，3次／d 

(贵州键兴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50324)，抗 

病毒、止咳、化痰疗程4 d。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A 

组加用0．9％生理盐水 10 ml+庆大霉素 8万 U(河 

南辅仁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404071 I)+ 

地塞米松5 mg超声雾化吸人；B组加用 0．9％生理 

盐水 10 ml(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5040— 

30904)+利巴韦林0．1 g+地塞米松5 mg超声雾化 

吸人；C组加用3％高渗盐水 1OⅡd(国药集团容生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412605一B24)+利巴韦林 0．1 g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1501515一 

B31)+地塞米松 5 nag(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 1501413一B12)超声雾化吸人，2次／d， 

疗程4 d。 

1．3 疗效判定标准 (1)显效：治疗4 d内，临床 

症状及咽部充血基本消失；(2)有效：临床症状及体 

征减轻；(3)无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 8．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元± )表示，多组 

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检验，多组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H检验，两两比较 

采用调整检验水准的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c组疗效优于 A组和B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叭)。见表 2。 

表 2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n) 

2．2 三组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C组咽痛、咽痒、声 

嘶及咳嗽缓解时间均较 A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B组在咽痛及声嘶缓解时间比 

A组缩短(P<0．05)，C组在咽痒缓解时间上较 B 

组缩短(P<0．05)。见表 3。 

表3 三组症状缓解时间比较[(i±s)，d] 

组 别 例数 咽痛 咽痒 声嘶 咳嗽 

A H 57 3．04±1．37 3．22土1．35 3．82±1．37 3 30±1 42 

C组 53 2．o0±0．53 2．o9±0．78” 2．23±1．07 2．42±1．03 

2．3 不良反应 A组有 1例在第一次雾化时，出现 

哮喘，考虑为庆大霉素过敏，其余两组均未见有不良 

反应。 

3 讨论 

3．1 在普通内科门诊 ，大部分为上呼吸道感染患 

者，他们主要表现为咽痛、咽痒、声音嘶哑、咳嗽等症 

状，约70％ ～80％是由病毒引起，治疗上目前尚无 

特殊的抗病毒药，临床上以减轻症状、休息、多饮水、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防止继发细菌感染为主。雾化 

吸入是一种能够减轻咽喉局部水肿、减少炎性反应、 

畅通气道、快速湿化、稀释痰液、利于呼吸道分泌物 

排出的治疗手段。而传统的雾化吸人药物为0．9％ 

生理盐水 +庆大霉素 +地塞米松混合液，存在一定 

缺陷性。首先上呼吸道感染绝大部分为病毒感染， 

而庆大霉素是一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主要用于治 

疗细菌感染，尤其是革兰阴性菌引起的感染。即使 

上呼吸道继发细菌感染，也以溶血性链球菌为多见， 

而庆大霉素对溶血性链球菌耐药。故庆大霉素对上 

呼吸道感染及其继发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无治疗作 

用。因此，我们综合国内外文献及本院门诊预试验情 

况，申请采用治疗新技术，即使用3％高渗盐水 1O ml+ 

利巴韦林0．1+地塞米松 l0 mg治疗上呼吸道感 

染，临床意义为缩短患者病程，快速缓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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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彭万胜等 研究显示 3％高渗盐水雾化治疗 

的作用机制：(1)高渗脱水作用，改变咽喉、气道内 

局部渗透压，在呼吸道内形成高渗环境，使黏膜下水 

分向管道内流动，减轻咽喉部及气道黏膜水肿，减少 

炎性反应，通畅气道；(2)快速湿化，稀释痰液及炎 

性分泌物，利于呼吸道分泌物排出。一项成人研 

究 显示雾化吸人高渗盐水可减轻上皮水肿，加速 

黏液转运速率及改善黏液纤毛清除能力，因而可能 

对于纠正呼吸道的病理生理异常有价值。另一项针 

对 112例毛细支气管炎住院患儿的研究中发现，单 

纯应用 3％高渗盐水雾化吸人治疗的效果与应用 

0．9％生理盐水雾化吸入治疗相 比有显著差异 。 

利巴韦林是广谱抗病毒药，对 DNA和 RNA病毒均 

有抑制作用，用于防治流感、副流感及腺病毒等所致 

感染，但其静脉大剂量或长期使用可使 白细胞下降 

及食欲减退等不 良反应 。张雪琴等 用雾化方 

式将利巴韦林雾粒细化为 3～5 Ixm的细小颗粒直 

接深人呼吸道并沉降，使呼吸道分泌物中药物浓度增 

加，从而迅速发挥药效，缩短病程，且避免全身用药不 

良反应。外源性的糖皮质激素可干预炎性细胞的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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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降低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减少气道的炎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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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托溴铵联合信必可都保治疗稳定期 

COPD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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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噻托溴铵联合信必可都保治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效果。方法 

将 100例稳定期 COPD患者按人院顺序半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给予茶碱缓释片常 

规口服，必要时给予沙丁胺醇气雾剂雾化治疗；观察组给予噻托溴铵联合信必可都保雾化治疗，连续治疗2个 

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及血气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肺功能改善情况及血氧饱和情况明 

显优于对照组，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噻托溴铵联合信必可都保可明显改善稳定期COPD 

患者的肺功能状态，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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