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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氨溴索不同给药途径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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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氨溴索两种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方法 研究对象为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来本院接受治疗的 102

例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小儿患者，根据给药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 51 例患者的给药方式为静脉滴注，实验组 51 例患者的给

药方式为雾化吸入。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发热、咳嗽、气喘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2.35%，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8.04%，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使用氨溴索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时，雾化吸入的治疗方式无论是在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还是在治疗有效率方面

都要显著优于静脉滴注的治疗方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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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幼儿年纪较小，身体各项器官和身体机能发育还不健全，身体

对外界的抵抗能力较低，尤其是幼儿呼吸道狭窄、鼻泪管短、粘膜嫩，

呼吸系统更易受损。并且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

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中的粉尘和细菌增多，导致小

儿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呼吸系统疾病成为儿童临床常见病

之一。目前临床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多为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但是这种药物有雾化吸入和静脉滴注两种给药方式，这两种给药方式的

治疗效果也大不相同。为此，本文特选取 102 例来本院接受治疗的患有

呼吸系统疾病的小儿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氨溴索两种不同给药方式治疗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 月来本院接受治疗的 102 例

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小儿患者，根据给药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

实验组，其中对照组的 51 例患儿中男童 26 例、女童 25 例，年龄 0.9-8.2

岁，平均年龄（4.01±1.59）岁；实验组 51 例患儿中男童 25 例、女童

26 例，年龄 1.0-8.3 岁，平均年龄（4.17±1.49）岁。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能够作为研究对

象为此次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 

1.2 方法 

所有患儿在入院后均接受退热、平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基本治疗。

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静脉滴注盐酸氨溴索，注射前用 5%的葡萄糖溶

液进行稀释，其次根据患儿的年龄对滴注量进行调整，每日 1-2 次；实

验组患儿雾化吸入盐酸氨溴索，1 次/d，15min/次。两组患者均接受为

期 1 周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啰观察两组患儿发热、咳嗽、气喘和肺部 音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1.3.2 治疗有效率 

在 1 周的治疗结束后，根据两组患者的恢复情况将治疗效果分为无

效、有效和显效三个维度。治疗后患儿的临床症状和各项检查均未好转

为无效；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和各项检查均有所缓解为有效；治疗后患

儿临床症状消失，各项检查均恢复正常为显效。治疗有效率=（显效人

数+有效人数）/总人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此次选用的统计学分析软件为 SPSS2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

准：P<0.05；治疗有效率用 n（%）表示，采用χ2 检验；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用（`x±s）表示，采用 t 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发热、咳嗽、气喘等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于对照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x±s，d） 

组别 n 发热消失 咳嗽消失 气喘消失 
啰肺部 音消

失 

对照组 51 1.89±0.46 5.84±1.23 4.56±1.22 6.24±1.77 

实验组 51 1.23±0.57 3.87±0.84 3.27±1.13 4.36±0.84 

P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对比 

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2.35%，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8.04%，

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n 无效 有效 显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51 9（17.65） 26（50.98）16（31.37）42（82.35）

实验组 51 1（1.96） 19（37.25）31（60.78）50（98.04）

P     ＜0.05 

3 讨论 

与成人相比，幼儿的各项身体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呼吸系统尤其脆

弱，极易感染，呼吸系统疾病是危害幼儿健康的“杀手”之一。作为一

种粘液溶解剂，氨溴索能够通过降低痰液粘度、促进支气管纤毛运动使

痰排出，是临床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药物之一。 

啰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发热、咳嗽、气喘和肺部 音等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

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82.35%（42/51），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为 98.04%

（50/51），实验组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所述，氨溴索作为一种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不同的给药

方式治疗效果也有所不同，雾化吸入的治疗方式在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和

治疗有效率方面都要显著优于静脉滴注的治疗方式，临床应用价值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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