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卷 7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137

中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的效果

王荣杰

环县中医医院 甘肃 庆阳 745700

摘 要：目的：分析中 医在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期治疗中 的疗效。 方法：本院对 2020年 12月到 2021年 12月期间
前来治疗的患者进行分组，将 100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每组有患者人 数为 50例，分组方法采用的是随机数字表法，
其中 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两 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对症治疗和抗感染治疗等，对照组采用盐酸氨溴索，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 给予 清肺化痰汤进行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效果。 结果：实验组的患者症状和体征恢复时间要明显高于 对照组
（P<0.05）；实验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率低于 对照组（P<0.05）。 对照组治疗效果差于 实验组，数据之 间有差异 P<0.05。
实验组的气血与 肺功能指标状况优于 对照组的指标，各组数据 P<0.05。 结论：在盐酸氨溴索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
作 期中 加入清肺化痰汤后的治疗效果明显。 值得临 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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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Acute Attack of Chronic Bronch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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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ttack of chronic
bronchitis. Methods: The patients who came to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100 patient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50. The grouping method was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hich wa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broxol hydrochlorid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ingfei Huatan Decoct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recovery time of symptoms and sig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5). The indexes of Qi, blood and lung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Qingfei Huatan
Decoction is obvious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ttack of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ambroxol hydrochlorid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Qingfei Huatan Decoction; Chronic bronchitis; Ambroxol hydrochloride; Acute attack

慢性支气管炎主 要是由于 患者的气管黏膜和支气管
黏膜以 及附近的组织发生了 具有慢性的、非特异性炎症的
疾病。 是老年慢性疾病中 比较常见的且 多发的一 种。 常被
人 们 简称为 “ 老慢支” [1 ]。 因为 老年人 身体机能变差，呼
吸系统中 的防御功能下 降，容易造成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
引发感染。 除此之 外，长期的抽烟、酗酒、刺激性气体、
粉尘和长时间未愈的感冒也 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
患者在患病以 后会表现出咳嗽、痰多等症状，因为 是慢性
疾病，发病周期可长达 3 个 月以 上 ，更有甚者可持续 2
年或者更久 ，严 重的影响着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2]。 再加
上 老年患者身体处于 衰退时期，过多的痰液淤积在呼吸道
无法排出，威胁着患者的生命。 在常规的治疗中 ，以 止咳
和消炎药品治疗为 主 ，但是无法减轻患者的症状[3]。 为 了
缓解患病的病情，我院现在采用盐酸氨溴索、清肺化痰汤

辅助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期，详情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我院本次抽取 10 0 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调

查研究，参选患者病例全部来自 20 20 年 12月到 20 21 年
12月期间，分为 对照组 50 例与 实验组 50 例。 此实验通
过院方批准实施。 对照组 50 例中 男 24例，女 26例，年
龄为 55~70 岁，平均（64.65± 1 .32）岁，慢性支气管炎的
病程为 2-8年，平均病程为 （5.0 0 ± 0 .83）年。 实验组 50
例中 男 23例，女 27例，年龄为 56岁到 74岁，平均（64.89
± 1 .51）岁，病程为 3~8年，平均病程为 （5.50 ± 0 .94）
年。 两 组数据均无明显的差异（P>0 .0 5），无临 床统计意
义 。

1 .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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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组病患入院后均接受 CT 以 及 X 线片的详细检查，
确诊后给予 对应的治疗措施。全部病人 均连接氧气瓶，应
用吸痰器实施吸痰操作 [4]。

对照组患者在本次研究中 继续采用以 往的常规治疗
手法，选择注射用盐酸氨溴索：（生产 厂家：常州四药制
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 20 0 31344），用法用
量：静脉滴注。 采用 5%葡萄糖注射液进行稀释后静脉滴
注，每天 2~3次，每次 15毫 g，病情严 重的患者可增至
30 毫 g。 住院期间给予 常规的护理干预助于 治疗比如：注
意事 项、健康教育、用药指导[6]。

实验组患者在以 上 常规治疗方法上 加入清肺化痰汤：
板兰根 20 g，黄芩、浙贝母、桔红各 10 g，天竺黄 15g.元
参 12g，炒杏仁 、白前各 10 g，鱼腥草 15g，芦根 20 g，紫
苑 12g，甘草 10 g。

用法：水煎，每日 1 剂，分 2次服。 重者日服 2剂，
分 4~6次服。

1.3指标观察和分析
（1）两 组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恢复时间相对比，包括

体温恢复时间、咳痰消失时间、啰音消失时间和喘息消失
时间。

（2）比对两 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治疗有效率分三
个 等级为 显著（患者在治疗以 后的临 床症状基本消失）、
有效（症状有所缓解）、无效（临 床症状在治疗后没有任
何改善）。 治疗有效率= 总例数/（显著+ 有效）× 10 0 % 。

（3）对比实验组与 对照组患者不 良反应，包括：头
痛，胃肠不 舒适和过敏性所产 生的皮疹。

（4）对比两 组患者的肺功能以 及血气结果，并进行
比较。

1.4统计学方式
采用SPSS17.0 统计学软件 处理，用(x士 s)表示，用

t检验，用百分率%表示，用 X2检验，当数值P＜0 .0 5时，
说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临 床各项症状消失的时间比较
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体温恢复时间、咳痰消失时间、

啰音消失时间和喘息消失时间）较对照组患者更短
（P< 0 .0 5），差异存在对比意义 ，如表 1。

表 1 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士 s)

组别 例数

体温消失时

间

（d）

咳痰消失时间

（d）

啰音消失时间

（d）

喘息消失时

间

（d）

实验组 50 2.25± 1 .30 4.51± 1 .62 4.1 0 ± 1 .42 1 .23± 0 .67

对照组 50 4.1 0 ± 1 .25 7.25± 1 .30 6.21± 1 .31 2.1 1± 1 .62

T 7.2535 9.3277 7.7227 3.5495

P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2.2治疗结果比较
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 92.0 0 % 低于 实验组 10 0 .0 0 %

（P< 0 .0 5），存在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表 2 两 组患者治愈率对比(ｎ,% )

组别 例数 显著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

率

实验组 50 47(94.0 0 ) 3(6.0 0 ) 0 (0 .0 0 ) 50 (1 0 0 .0 0 )

对照组 50 41(82.0 0 ) 5(1 0 .0 0 ) 4(8.0 0 ) 46(92.0 0 )

X2 4.1667

P 0 .0 412

2.3 不 良反应率对比
对照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率12.0 0 %低于 实验组2.0 0 %，

数据差异有统计意义 （P< 0 .0 5），见表 3。
表 3 两 组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率对比(ｎ,% )

组别
例

数

过敏性

皮疹

胃肠不

适
头痛

不 良反应发

生率

实验

组
50 1 0 0 1(2.0 0 )

对照

组
50 2 2 2 6(12.0 0 )

X2 3.840 2

P 0 .0 50 0

2.4肺功能、血气对比
实验组的各项肺功能和血气指标均好于 对照组各项

指标，组建数据存在一 定的差异（P< 0 .0 5），如表 4。
表 4 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肺功能以 及血气分析比较

(x士 s)

组别 例数 FVC FEV M M EF PaO2 PaCO2

实验组 50 3.25± 0 .30 1 .51± 0 .62 5.1 0 ± 0 .42 75.23± 2.67 50 .23± 2.52

对照组 50 2.70 ± 0 .25 1 .25± 0 .30 3.21± 0 .31 64.1 1± 2.62 51 .23± 2.67

T 9.9589 2.6692 25.60 14 21 .0 199 1 .9260

P 0 .0 0 0 0 0 .0 0 8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70

3 讨论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期是一 种发病比较急的病症，
其临 床主 要症状以 气急、咳痰、咳嗽为 主 ，若早期不 给予
及时的控制容易引发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等并发症。其

https://www.yaozui.com/yaopin/988-yansuananxiusuozhush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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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因素和天气变化、细菌和病毒的感染、感冒久 治不 愈
和神经功能紊乱 有关。 其急性发作 前期出现咳嗽、咳痰，
肺部水肿、支气管充血、腺体分泌现象，所以 发作 期需要
给予 止咳化痰、抗感染、解痉平喘的治疗，以 此来确保呼
吸通畅。 该病给予 药物治疗是主 要的临 床手段，一 般的治
疗方式是抗感染，因为 病原体多数为 病毒感染，一 般情况
下 不 会采用抗生素。 盐酸氨溴索是一 种黏痰溶解剂，能够
有效抑制酸性黏多糖形成，将痰液的浓度降低，具有较好
的祛痰效果，同时能够进一 步刺激纤毛的运动速度，促使
气管痰液可以 更好排出。但是西药治疗会存在一 些 副作 用，
因此给予 患者中 药方剂治疗，将中 西医结合效果更佳。 中
药方中 以 芦根、板兰根、天竺黄三 药为 君。芦根性味甘寒，
能够起到清肺胃之 热的功效，服用后能够生津止渴；板兰
根性味苦寒，具有清热解毒的作 用。 天竺黄性味甘寒，能
够清热化痰，对于 痰热壅盛的喘咳尤为 擅长；辅以 黄芩、
元参、鱼腥草清肺泻火；紫苑、杏仁 、白前降逆止咳；浙
贝母清热化痰；桔红理气化痰；甘草泻火和中 。 全方用药
以 清热化痰为 主 ，佐以 降逆止咳之 品。 临 床上 应用清肺化
痰汤进行治疗时，痰液的分泌能快速的恢复到正常水平，
患者的咳嗽也 明显减少。因此本院采取了 清肺化痰汤联合

盐酸氨溴索的方式进行治疗，为 了 证实这种治疗方式的有
效性，我院选取 10 0 例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实验组治
疗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实验组临 床症状缓解时间短于 对照
组，经对比两 组之 间的差异明显较大（P< 0 .0 5），具备统
计学意义 ，以 上 结果验证了 此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综上 所述，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期中 加入清
肺化痰汤联合盐酸氨溴索的临 床效果更显著，具有较高的
安全性，此治疗方法值得在临 床中 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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