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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黄止咳胶囊与西替利嗪对感冒后咳嗽的治疗

王瑞蕾王瑞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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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摘		要】：目的：就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利嗪片治疗感冒后咳嗽患者的临床效果予以观察分析。方法：方法：将2021年
1月至2022年12月一所普通高中校内卫生室就诊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工为对象，抽取患有感冒后咳嗽的120例患者作为此次研

究对象，以随机抽取均分为60例/组的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为单一盐酸西替利嗪片治疗，观察组为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

酸西替利嗪片，对比治疗成果。结果：结果：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在咳嗽症状评分中结果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在总疗效观察组患者以93.33%，高于对照组的81.67%，差异显著（P＜0.05）。此外，在FeNO水平对

比中，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结论：针对感冒后咳嗽患者，为其实施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

利嗪片治疗的有效性良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咳嗽评分，且提升了治疗疗效，降低气道炎症，具备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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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Cough after Cold with Suhuang Zhike Capsule and Cetiri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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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uhuang Zhike Capsule combined with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n treating cough patients after a cold. Method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cough after a cold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of 60 patients per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 single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uhuang Zhike Capsule combined 
with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rom the dat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ugh 
symptom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total efficacy observation group, 93.33% of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81.67%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addition, in the comparison of FeNO levels,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cough after a cold, the treatment of 
Suhuang Zhike Capsule combined with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is effective, helps to improve the cough score of patients, 
improve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reduces airway inflammation, which has certain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Suhuang Zhike Capsule;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ugh after a cold; Cough symptom score

感冒是最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有鼻塞、流鼻

涕、打喷嚏、咳嗽、发热等多种症状，可同时存在，且患

者症状消失后，依然有咳嗽存在，并以刺激性干咳为主，

多会持续3周以上 [1]。从原因上看，感冒后咳嗽多为病毒

性感冒引起，患者频繁、剧烈咳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生

活质量下降，不利于健康的维系，同时对学习和教学有直

接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生免疫力还是比较低的，

防护不当的情况下容易患病，需要抗病毒抗炎止咳化痰治

疗。本文将从中西医不同角度上看有着各自的产生机制和

治疗方案。同时，在西医治疗上多为短期用药，包括镇咳

药、祛痰药、抗组胺药等[2]。另有中医策略，以疏风止咳

为主改善病情。在联合用药中，苏黄止咳胶囊、盐酸西替

利嗪片均属于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但两种药物的联用效

果仍然有待探讨，以此寻求更佳的药物治疗方案。鉴于

此，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一所普通高中校内卫生室

就诊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工为对象。结果证明苏黄止咳胶囊

联合盐酸西替利嗪片方案具有良好临床效果，内容报道如

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1.1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对一所普通高中校内卫生室就

诊的学生或教职员工为对象，抽取患有感冒后咳嗽的120例
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以随机抽取均分为60例/组的对照

组、观察组。观察组女性24例，男性16例，年龄区间15~55
岁，平均（17.07±2.03）岁；对照组中男性19例，女性21
例，年龄区间15~53岁，平均（17.01±1.89）岁。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中所有指标输入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检验，结

果显示所有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患者有感冒症状，且症状消退后持续咳

嗽，持续时间在3-8周；重症患者在去上级医院血常规或者

胸部X线检查中未见异常；患者在知晓研究内容、目的的

前提下自愿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患者为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引

起的急性咳嗽；患者伴有其他系统严重病变；患者有精神

病史，无法配合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1.21.2实验方法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单一盐酸西替利嗪片治疗，每天1片，在晚饭

后服用。观察组为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利嗪片，在

苏黄止咳胶囊上为每天三粒，均在饭后服用。在盐酸西替

利嗪片上与对照组方法一致。

1.31.3评价标准评价标准

对比患者的咳嗽症状评分结果。可分为日间、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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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分为0-3分，0分为无咳嗽症状，1分为有短暂的、偶

尔性的咳嗽，2分为频繁咳嗽，并对学习生活或教学产生一

定影响。3分为频繁咳嗽并对生活有严重影响。由患者自行

对个人情况进行每日记录，最终统计总分。

在症状改善评分中，以咳嗽症状总分改善超过95%为

治愈，超过70%为有效，超过30%为好转，不足30%则为治

疗无效。按照治愈+有效+好转人数统计治疗总有效率。

对比患者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水平，即在检查

中，需要最大程度的将肺部吸气5秒后，再将气体平稳呼

出，呼气时间为10s。在间隔90秒后，可再次测定。

1.41.4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处理软件选用SPSS20.0，计量资料用（x±s）表示，以

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予以表示，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
明指标对比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价值。

2 2 结果结果

2.12.1对比两组患者咳嗽症状评分对比两组患者咳嗽症状评分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在咳嗽症状评分中结果优于

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咳嗽症状评分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日间得分 夜间得分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5） 2.39±0.23 1.95±0.20 2.55±0.31 2.02±0.25 4.94±0.2 3.97±0.28

观察组（n=45） 2.40±0.25 1.22±0.25 2.57±0.28 1.31±0.25 4.97±0.25 2.53±0.27

t 0.526 2.968 0.524 2.467 0.589 2.889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22.2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疗效

同时，在总疗效观察组患者以93.33%（56/60），其

中，治愈、有效和好转的人数分别为20人、23人和6人，

无效则有4人；高于对照组的81.67%（49/60），其中，治

愈、有效和好转的人数分别为15人、20人和14人，无效则

有11人；差异显著（P＜0.05）。

2.32.3对比两组患者对比两组患者FeNOFeNO水平水平

此外，在 F e N O 水平对比中，治疗前观察组为

（24.53±1.59），对照组为（24.71±2.03），治疗后，观察

组为（18.36±1.85），对照组则为（20.11±2.96）分，对比

差异显著（P＜0.05）。

3 3 讨论讨论

感冒后咳嗽是普通门诊常见的疾病，且咳嗽也会增

加患者的生活负担，甚至会引起呼吸道感染扩散，如果患

者为剧烈的、频繁的咳嗽也会导致声音嘶哑、睡眠障碍，

甚至发展为慢性咳嗽，不利于保持个人健康，影响学习、

工作和生活，[3]整体而言，感冒后咳嗽的发病机制并不清

晰，多与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等因素相关。结合本校学

生以及教职员工在卫生室的就诊情况，应当分清轻症和重

症，如果患者病情重，则可以建议去上级医院进一步检

查，查个血常规，必要时做个过敏原测试，排除一下可能

过敏性的干咳和流鼻涕。同时，提醒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在

日常生活中也要多喝点水，注意休息。

在疾病的分析中，咳嗽的受体上看，分为气道和气道

外。就西医理论上看，感冒后咳嗽的发生机制与气道炎症

反应以及气道黏膜损伤有关，如果患者为病毒感染引起的

气道炎症，则会由于黏液分泌增加、黏液清除受阻而加重

咳嗽病症[4]。另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5]，病毒感染会

导致气道上皮受损，由此释放大量的炎性介质，激活免疫

反应，炎症细胞释放了氧自由基、趋化因子等，最终也扩

大了病毒对气道结构的损伤。在中医理论中，感冒后咳嗽

则与风邪有关，可在外邪袭肺后，驱邪无力，引起脏腑疾

病，可最终导致脾肺气虚。在整体分析中多认为病机为风

邪伏肺[6]。故而，从治疗上可结合中西医两种观点来进行

方案的制定，由此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在治疗药物上，西医治疗中有镇咳药物，一种是中枢

作用下的药物，另一种则是有外周作用。中枢作用主要是

对延髓咳嗽中枢产生抑制，外周则是针对咳嗽反射弧的各

个环节进行抑制，两者均有止咳的作用[7]。其次，则有祛

痰药，种类较多，可起到调节黏液、降低分泌物黏稠度，

增强纤毛清除功能等来帮助患者缓解咳嗽。另外，抗组胺

药物也可以发挥较好作用，其具有起效快、用药安全，经

济实惠患者易接受的优势。

另外，在盐酸西替利嗪片的使用中，其属于第二代抗

组胺药物，可抑制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释放组胺，由

此抑制炎症细胞活化，有助于发挥抗炎和抗过敏作用[8]。

同时，在应用中，该药物减弱了嗜酸性粒细胞在气道中的

趋化作用，有助于止咳。盐酸西替利嗪片的使用由于脂溶

性低、分子量高，故而在不良反应中虽然有口干、胃肠不

适、嗜睡，但整体而言很轻，患者多有耐受性。结合本次

调研可见，在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上高于对照组，且在

日间、夜间的咳嗽症状评分中，观察组患者的改善优势显

著，可降低患者的咳嗽程度。在联合用药的治疗分析中，

FeNO作为可以反映炎症的生物性标志物，如果有高水平反

馈，则说明患者的气道炎症问题较重。在本次治疗中也可

见观察组患者的改善幅度高于对照组，炎症问题有效地得

到解决，降低了患者的气道炎症。

在本次调研中重点分析了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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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嗪片的应用效果。其中，苏黄止咳胶囊的主要成分为麻

黄、紫苏叶、蝉蜕、五味子、炒紫苏子等，不同药物可以

发挥协同作用改善病情。如组方中的君药为麻黄，有助于

邪气宣散，止咳平喘[9]；臣药则有紫苏叶和五味子，有助

于发挥祛痰止咳的功效，也有助于缓解气道痉挛问题。蝉

蜕则有宣散风热的作用。佐药则有前胡、苏子等，可有清

热定惊、清肺化痰的作用，可有助于药物之间相互配合，

增强药效，特别是提升了麻黄的疏风之力。在对患者的治

疗中苏黄止咳胶囊有助于排出痰液，解决气道炎症以及过

敏问题，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同时，苏黄止咳胶囊的作用

温和，虽然有的患者会有胃肠道症状，但是比较轻微，不

需要停药后可自行消失。有学者从苏黄止咳胶囊治疗感冒

后咳嗽的发病机制上给了分析，其不仅具有祛痰止咳的作

用，也有助于舒缓气道痉挛，有助于止痒利咽。在使用过

程中可增强免疫功能细胞，降低炎性因子水平。在临床研

究中，该方案单独使用也具有安全性保障，需要指导患者

科学用药，并通过与西药联合应用的方式，为感冒后咳嗽

患者的治疗提供保障。

在现代医学的研究中，感冒后咳嗽是病毒感染下气道

变态反应性炎症引起的，不建议采用抗生素方案治疗，可

以中枢性镇咳药物、抗组胺H受体拮抗剂为主要方案，但

是其存在短期疗效好，容易复发的实际情况。而中医方案

治疗中，将咳嗽的产生归纳到肺气上逆、外感风邪中，在

疏风利肺治疗下可以取得显著成效。故而，本次调研结合

中西医治疗各自的优势和特点进行了药物选择，开展临床

治疗效果的分析。在对比其他学者的调研中，多数研究结

果与本文具有一致性，即在联合用药下患者的疾病治疗效

果好，症状得以缓解，可将苏黄止咳胶囊联合盐酸西替利

嗪片作为主流治疗方案予以推广。

综上所述，针对感冒后咳嗽患者，为其实施苏黄止咳

胶囊联合盐酸西替利嗪片治疗的有效性良好，有助于改善

患者的咳嗽评分，且提升了治疗疗效，具备一定推广、应

用价值。但本次调研的不足之处在于观察时间短，样本数

量有限，未针对药物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也是

日后需要努力探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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