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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匹多莫德联合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效果。方法：随机抽选本院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接收诊治的 60 例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平衡贯序法将其分为参照组（n=30）和实验组（n=30）。参照组给

予匹多莫德，实验组给予匹多莫德联合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后续比较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免疫功能。结果：实验组患儿各项症状

消失时间均短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患儿免疫功能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在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中采取匹多莫德联合吸入

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可以有效增强患儿免疫功能，缩短不适症状消退时间，提高治疗效果，具有较大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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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性呼吸道感染（RRTI）是儿童常见的健康问题，

具体是指一年时间内发生三次以上呼吸道感染，临床表

现为咽痛、咳嗽、发热等症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儿童

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还可能导致慢性疾病的发展，例如

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对儿童的长期健康构成威胁[1]。反

复性呼吸道感染传治疗方法主要依赖药物治疗，具体包

括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免疫调节剂等，用以缓解症状

和减少感染的频率。但是，长期或频繁使用抗生素可能

导致患儿药物耐药性的增加，而单一药物治疗往往难以

全面调节儿童的免疫反应，限制治疗效果[2]。因此，寻求

更为有效和安全的治疗方案成为当前研究焦点。匹多莫

德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能够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力，

减少感染的发生；而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则可通过直

接作用于呼吸道，减轻炎症，改善呼吸功能。二者的联

合使用在理论上可能通过双重机制，既增强机体抗感染

能力，又直接控制呼吸道炎症，为反复性呼吸道感染的

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3]。为此，本文选择 60 例反复性呼

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试以探究匹多莫德联合吸

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

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本院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接收诊

治的 60 例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平

衡贯序法将其分为参照组（n=30）和实验组（n=30）。本

次研究经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参照组男女比例

16:14；年龄 2～8 岁，均值（5.14±1.24）岁；患病时间

1.0～4.5 年，均值（1.86±0.74）年。实验组男女比例 15:15；

年龄 2～9 岁，均值（5.18±1.38）岁；患病时间 1.1～4.0

年，均值（1.91±0.56）年。两组患儿各项基本资料对比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①年龄小于 12 岁；②临床诊断为反复性

呼吸道感染；③患儿及其监护人理解研究程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④病例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对研究药物

或其任何辅料过敏；②患有急性支气管哮喘等其他呼吸

道疾病；③存在免疫缺陷；④研究中途临时退出。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单独用药治疗：给予匹多莫德（生产厂

家：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030464；产品规格：10ml：0.2g），口服给

药，一日两次，一次 0.4g，坚持用药 30 天。 

实验组采取联合用药治疗：（1）匹多莫德：同参照

组。（2）给予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生产厂家：正大

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3063；产品规格：2ml：1mg），雾化吸入给药，一

日 2～4 次，一日剂量不超过 0.5mg，坚持用药 30 天。 

1.3 观察指标 

比较参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免疫

功能。 

（1）症状消失时间：退热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咽喉肿痛消失时间。 

（2）免疫功能：CD4+、CD8+、CD4+/CD8+，治疗

前后抽取患儿 3mL 左右静脉血，离心处理后使用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进行测量。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 sx ±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行

X2 检验，当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实验组患儿各项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参照组（P＜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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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sx ± ，d) 

组别 例数 退热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咽喉肿痛消失时间 

参照组 30 3.64±0.89 6.01±1.28 4.87±1.46 4.48±1.29 

实验组 30 2.15±0.33 4.92±1.22 3.05±0.74 3.23±1.05 

t  7.964 4.357 9.362 4.568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儿免疫功能比较 

治疗前，参照组和实验组的免疫功能对比无明显差

异（P＞0.05）。治疗后，两组免疫功能均有增强，且实

验组患儿免疫功能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免疫功能比较( sx ± ） 

CD4+（%） CD8+（%） CD4+/CD8+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照组 30 32.15±4.51 36.75±2.50 24.16±2.53 29.11±1.35 1.16±0.24 1.36±0.28 

实验组 30 32.27±4.30 42.39±2.07 24.18±2.60 34.08±1.17 1.19±0.22 1.65±0.37 

t  0.682 14.824 0.125 12.688 0.824 4.09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反复性呼吸道感染在儿童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统

计数据显示约有 20%至 30%的儿童每年至少经历三次以

上呼吸道感染，这不仅对儿童的健康构成长期威胁，同

时也会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医疗负担[4]。反复性呼吸道感染

的致病原因多样，主要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

等病毒因素，以及链球菌、肺炎球菌等细菌因素，而儿

童免疫系统的不成熟使其更易受到感染，成为高发群体。 

匹多莫德属于一种广谱的抗病毒药物，通过调节机

体免疫反应，增强机体对病毒的防御能力；而吸入用布

地奈德混悬液属于一种局部应用的皮质类固醇，通过减

少气道炎症、降低气道反应性来改善呼吸功能[5-6]。在本

研究中，实验组患儿接受匹多莫德联合吸入用布地奈德

混悬液治疗后，其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于仅接受匹多莫

德治疗的参照组（P＜0.05），这一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

进行解释。首先，匹多莫德的抗病毒和免疫调节作用可

以有效快速控制病原体的活性和减少炎症反应，换而言

之，其主要通过抑制病毒 RNA 的合成，降低病毒蛋白的

表达，从而减少病毒负荷，从而加快症状的缓解；其次，

布地奈德混悬液的局部抗炎作用直接作用于气道，减少

炎症细胞浸润和气道黏膜的水肿，进一步有效缓解咳嗽、

咽喉肿痛等症状。此外，实验组患儿免疫功能指标高于

参照组（P＜0.05），可归因于匹多莫德与吸入用布地奈

德混悬液联合用药的协同效应。匹多莫德通过增强机体

的天然免疫反应，特别是增加干扰素的产生和提高巨噬

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有效提升机体对病原体的

识别和清除能力[7]。与此同时，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通

过减轻气道炎症，降低因炎症引起的局部和全身免疫功

能紊乱，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稳定和功能的正常。 

综上所述，在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中采取匹多莫

德联合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可以有效增强患儿

免疫功能，缩短不适症状消退时间，提高治疗效果，具

有较大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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