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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玉屏风散联合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心肌酶谱异常

慢性持续期支气管哮喘疗效观察

陈啸洪#

$李华浚#

$张佩红#

$章杭湖#

$郭航远!

摘要$目的$观察玉屏风散联合常规疗法对小儿心肌酶谱异常慢性持续期支气管哮喘疗效" 方法$选

择
#%6

例心肌酶谱异常的慢性持续期支气管哮喘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9"

例%和对照组$

56

例%#两组均

给予常规治疗&吸入皮质激素和$或%白三烯调节剂'#治疗组加用玉屏风散#两组均治疗
&

个月" 检测两组

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临床症状评分$

'

#

D'*

%(肺功能$

E:/

#

F

(

G:EF

%(心肌酶谱#并选择同期

儿童保健门诊体验的健康儿童
$"

名心肌酶谱为对照" 结果$与健康组比较#两个用药组患儿
'H

#

,4

(

'H

(

IAJ

均升高$

G K"

!

"#

%#

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M"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及治

疗后
&

个月
'H

#

,4

(

'H

(

IAJ

(

DL*

均降低$

G K "

!

"#

#

G K "

!

"%

%)对照组治疗后
&

个月
'H

#

,4

(

'H

(

IAJ

(

DL*

均降低$

G K"

!

"#

#

G K"

!

"%

%) 两组治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
'

#

D'*

评分(

E:/

#

F

(

G:EF

均升高

$

G K"

!

"#

#

G K"

!

"%

%" 与本组治疗后比较#对照组治疗后
&

个月
'H

降低$

G K"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治疗组治疗后
'H

#

,4

(

'H

降低$

G K"

!

"#

#

G K"

!

"%

%#

'

#

D'*

评分(

E:/

#

F

及
G:EF

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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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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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玉屏风散能增强机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改善临床症状及心肌酶谱"

关键词$玉屏风散)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心肌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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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由多种细胞'细胞因子

和炎症介质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以气道高反

应性和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

#

)

* 其发病机制仍不完

全清楚* 过敏性哮喘的发生可能是因为接触过敏原后

发生过度的
*?!

反应"表现为气道的高反应性'慢性

嗜酸性气道炎症'黏液过度分泌和产生抗原特异

性(

!

)

* 笔者临床发现部分慢性持续期哮喘患儿除有

咳嗽'肺功能异常外"常有心肌酶谱的改变"本研究对

这些患儿进行玉屏风散干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诊断及分级标准参考+儿童支气

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

(

#

)哮喘诊断标准*

!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符合诊断标准&心

肌酶谱异常(

!

)

&年龄
%

&

#$

岁"能配合肺功能检测"理解

并回答所有测试问卷的内容&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

激发试验阳性&入选时为慢性持续期'正在接受或未接

受规范化哮喘治疗的哮喘未控制&患儿父母同意并能坚

持配合治疗观察&获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

合并其他肺部疾病&合并严重心'肝'肾等疾病*

&

$一般资料$

#%6

例均为
!"#"

年
#

月-

!"#!

年
#!

月就诊于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儿科哮喘专病

门诊及住院的哮喘患儿"其中男
7!

例"女
6$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9

!

!

'

!

!

$

%岁"病情
!

级
%"

例"

"

级

$6

例"

#

级
&5

例"

$

级
!&

例* 将
#%6

例患儿按随机

数字表分为常规联合玉屏风散治疗组$治疗组"

9"

例%

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

56

例%* 治疗组男
$6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9

!

$

'

#

!

9

%岁"病情
!

级
!6

例"

"

级

!$

例"

#

级
#7

例"

$

级
##

例* 对照组男
$6

例"女
&"

例"平均$

9

!

!

'

!

!

"

%岁"病情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6

例"

$

级
#!

例* 另选择同期在本院儿童保健

门诊健康体检的儿童
$"

名作为健康组"其中男
!!

名"女
#9

名"年龄
6

&

#$

岁"平均$

9

!

&

'

!

!

!

%岁* 各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M"

!

"%

%*

$

$治疗方法$两组均按+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

与防治指南,

(

#

)分级治疗原则"根据病情
!

&

$

级进

行规范治疗(吸入皮质激素和$或%白三烯调节剂)*

治疗组加用玉屏风散(组成#黄芪'白术$炒%'防风"

% QC

包"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7#&

)"

%

!

" QC

次"

6

岁以下
!

次
C

天&

6

岁及以上
&

次
C

天* 两组

均治疗
&

个月*

%

$观察指标及方法$观察各组治疗前后及治疗

后
&

个月哮喘控制状况'肺功能(

#

)及心肌酶谱*

%

!

#

$心肌酶谱检测$各组治疗前'治疗后'治疗后

&

个月肘正中静脉采血
! ;I

"采用生化酶速率法检测

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N8-O<P8 b<P-R8 <R08PV.;8

"

'H

#

,4

%'肌酸激酶$

=N8-O<P8 b<P-R8

"

'H

%'乳酸脱氢

酶$

1-=O-O8 S8?.SN0Q8P-R8

"

IAJ

%'

DL*

* 采用美国

贝克曼公司
A\'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德赛诊断系

统$上海%有限公司心肌酶谱试剂盒$

A_H'

法%"严格

按照仪器与试剂说明书操作*

%

!

!

$临床症状评分$检测两个用药组治疗前'

治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儿童哮喘控制测试$

'?<1SN8P

DRO?;- '0PON01 *8RO

"

'

#

D'*

%

(

&

)

*

%

!

&

$肺功能检测$检测两个用药组治疗前'治

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选取第
#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

值百分比 $

E:/

#

F

%'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百分比

$

G:EF

%

(

$

)

"肺功能仪型号#意大利科时迈公司的

'BL,:A GB3Y E\

* 检测由专人操作"反复测量

&

次"取最佳的
#

次结果记录*

6

$统计学方法$采用
LGLL #&

!

"

统计软件包"

计量资料用
>

'

R

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

间的差异比较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资料采

用
O

检验或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1=0>0P

秩和检验等&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G K"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各时间点
'H

#

,4

'

'H

'

IAJ

及
DL*

比

较$表
#

%$与健康组比较"两个用药组患儿
'H

#

,4

'

'H

'

IAJ

均升高$

G K"

!

"#

%"

DL*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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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组各时间点
'H

#

,4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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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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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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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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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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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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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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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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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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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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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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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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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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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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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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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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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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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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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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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对照
56

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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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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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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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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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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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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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

'

9 ##9

'

9 !9%

'

!9

(

5 $6

'

#"

治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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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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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

!&5

'

!6

"""

&6

'

#"

"

健康
$"

-

#7

'

5 95

'

7 !!%

'

!6 &!

'

9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G K "

(

"%

"

""

G K "

(

"#

&与本组治疗后比较"

$

G K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G K "

(

"%

"

##

G K "

(

"#

&与健康组比

较"

!

G K"

(

"#

$

G M"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及治

疗后
&

个月
'H

#

,4

'

'H

'

IAJ

'

DL*

均降低 $

G K

"

!

"#

"

G K"

!

"%

%&对照组治疗后
&

个月
'H

#

,4

'

'H

'

IAJ

'

DL*

均降低$

G K"

!

"#

"

G K"

!

"%

%* 与本组治疗

后比较"对照组治疗后
&

个月
'H

降低$

G K "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H

#

,4

'

'H

降低

$

G K"

!

"#

"

G K"

!

"%

%*

!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
'

#

D'*

评分比较$表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
'

#

D'*

评分均升高 $

G K"

!

"#

"

G K"

!

"%

%* 与对照组同

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

#

D'*

评分升高 $

G K"

!

"%

%*

表
!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
'

#

D'*

评分比较$ $分"

>

'

R

%

组别 例数
'

#

D'*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

个月

治疗
9"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照
56 #9

(

"

'

!

(

#

!"

(

7

'

#

(

%

"

!&

(

7

'

#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G K "

(

"%

"

""

G K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G K"

(

"%

&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
E:/

#

F

及
G:EF

比较$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及治疗后
&

个月

E:/

#

F

'

G:EF

均升高 $

G K "

!

"%

"

G K "

!

"#

%* 与对

照组同期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E:/

#

F

及
G:EF

升高

$

G K"

!

"%

%*

表
&

$两组患儿各时间点
E:/

#

F

及
G:EF

比较$ $

F

"

>

'

R

%

组别 例数 时间 E:/

#

F

G:EF

治疗
9"

治疗前
6!

(

"

'

&

(

# 6#

'

&

治疗后
97

(

#

'

!

(

&

""$

7"

'

&

""$

治疗后
&

个月
7&

(

&

'

&

(

#

""

7$

'

$

""

对照
56

治疗前
6#

(

!

'

&

(

& 6"

'

&

治疗后
59

(

&

'

!

(

9

"

5!

'

&

"

治疗后
&

个月
7!

(

6

'

&

(

&

""

7!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G K "

(

"%

"

""

G K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G K"

(

"%

$

$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

明显的不良反应*

讨$$论

哮喘发病机制复杂"哮喘的发生常常是由于病毒

性感染或过敏原暴露"暴露于病毒或过敏原的上皮细

胞通过释放前
*?!

细胞因子和树突状细胞的呈递作

用"使
*

细胞和非
*

细胞释放大量
*?!

细胞因子(

%

)

"

通过作用于炎症细胞促进
4

细胞分化和
)Q:

的产生

及对气道平滑肌的作用介导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

的发生* 在急性发作缓解后"来自慢性持续期哮喘患

者气道黏膜'肺泡灌洗液和痰标本的研究表明" 慢性

持续期哮喘患者气道存在炎症细胞浸润'炎症细胞激

活以及炎症介质的释放(

6

"

5

)

*

血清心肌酶谱$

'H

#

,4

'

'H

'

IAJ

'

DL*

%能特异

与灵敏地反映心肌损害情况(

9

)

* 当心肌受损时"心肌

酶活性有明显改变"尤其是
'H

#

,4

升高"是目前公认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最高(

7

)

* 有研究报告显示"哮喘急

性发作期$

K!$ ?

%血清心肌酶谱即升高"且与病情严

重度呈正相关"

#

周后心肌酶谱缓慢下降(

#"

)

* 本课题

组以往的研究也显示"在慢性持续期的哮喘患儿中"血

清心肌酶谱也升高"

'

#

D'*

评分也与肌酶谱的变化呈

正相关(

##

)

"本研究也显示类似的结果"同时也显示玉

屏风散能显著改善心肌酶谱慢性持续期哮喘患儿的临

床症状'肺功能'心肌酶谱*

在哮喘发作期引起心肌酶谱变化的机制尚未清

楚"推测可能在哮喘慢性持续期"由于炎症持续存在"

各种炎性细胞脱颗粒释放炎性因子"如组织胺'

%

#羟色

胺'血小板活化因子等"引起腺体分泌"平滑肌痉挛"毛

细血管扩张与通透性增加(

#!

)

* 同时这些炎性细胞'炎

性因子也作用于心肌细胞"导致心肌损害"使心肌细胞

膜通透性改变"心肌酶释放增多*

玉屏风散是中医扶正固本的经典方剂"由黄芪'白

术'防风三味药组成"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有调节机

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能力(

#&

)

&国内研究发现玉屏风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0

!

%

!!'"$$!

散在治疗过敏性疾病中有着调节
*?#C*?!

平衡的作

用(

#$

)

* 黄芪有强心作用"许多实验证明黄芪具有明显

的正性肌力作用"黄芪还有心肌保护作用"其对心肌缺

血缺氧'缺血
C

再灌注损伤'缺氧缺糖
C

复氧复糖损伤'感

染病毒以及药物中毒的心肌均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

*

防风有抗过敏作用"对组胺所致皮肤瘙痒'毛细血管通

透性增加均有抑制作用* 防风还具有抗炎'抗菌'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抗过敏'抗凝血等药理作用(

#6

)

* 白术

的主要成分白术挥发油可通过提高巨噬细胞的活性"

增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5

)

*

本研究显示"慢性持续期哮喘患者除哮喘症状持

续存在外"还存在肺功能和心肌酶谱的异常&

'

#

D'*

和肺功能也是评估儿童哮喘控制的指标(

#

)

* 本研究

结果显示"玉屏风散治疗后治疗组心肌酶谱'

'

#

D'*

和肺功能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好于对照组"提示玉

屏风散有抑制气道炎症"改善肺功能"修复受损心肌的

作用* 推测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非特异性免疫

及特异性免疫等多途径发挥治疗作用"提高机体免疫

功能"抑制炎症反应等有关* 治疗后
&

个月"两组心肌

酶谱'

'

#

D'*

和肺功能改善相似"原因可能为经过

&

个月的规范治疗"气道炎症得到明显控制"肺功能得

以改善"心肌酶谱也遂惭得到修复"也可能和哮喘疾病

具有自限性的特性有关*

本研究只是对慢性持续期哮喘患者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联合玉屏风散治疗进行了初步探讨"还存在许多

不足"如非多中心'双盲对照"治疗时间'随访时间较短"

观察指标较少"需要进一步按照循证医学方法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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