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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陈 � �
,

男
,

� � 岁
,

干部
,

住院号 � � � � ��
,

主因肝炎史
�

� 年
,

纳差腹胀加 重 � 个月于

� � � � 年 � 月 �� 日入院治疗
,

面色晦暗
,

手背

部
、

面部有 � 个蜘蛛痣
,

心肺检查无异常
,

肝

右肋下 � � �
,

质中有压痛
,

脾肋下 � 厘米
,

中

等硬度
,

血常规白细胞总数 �
�

� � �� � � �
,

血

小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 �� �
,

� � �� � � � �
,

抗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诊断为慢性活

动型 乙型肝炎
。

入院后即应用输液加用清热

解毒中草药治疗 � � 。 ,

无效
,

改用四君子汤加

减治疗
,

每 日一剂
,

用药 � �� 后肝功能明显

好转
,

用 药 �� � � ��
、

� �� � 全 部 正 常
。

� � �掩
、

� � �� �
、

� ��
一

� �� 阴转连续 � 次
,

痊愈出院
。

出院后随访 � � 未见复发
。

体会

�
�

难治性慢性乙型肝炎
,

由于病程长
,

缠绵反复
,

其病机比较复杂
,

一般认为是细胞

免疫功能紊乱引起
,

通过临床实践四君子汤

加减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有提高细胞免疫功

能
。

升高白蛋 白作用〔�一 �
,

�
,

�〕
,

有诱生干扰素

作用
,

故临床降酶
,

调整蛋白效果较好
。

�
�

难治性慢性乙型肝炎的演变过程
,

是

一个邪正相争
,

虚实挟杂
,

由实变虚的过程
,

以脾虚多见
,

故四 君子汤 有健脾诱生干扰

素 �� 
,

对 ��
� 有抑制作用

,

故有消除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
, �
抗原及 �诬��

一

� � � 作用
。

主 难治性慢性 乙型肝炎
,

整个病程 湿

热
,

奎滞
,

肝气郁结
,

或湿邪伤脾
,

气滞血淤
,

气虚血淤等征往往掺杂其间
,

临床多见肝脾

肿大
,

面色晦滞
,

舌质暗有淤点
,

淤斑
,

血淤症

应加丹参
、

白芍
,

通过临床观察
,

活血化淤药

能改善肝微循环障碍
,

有防止肝细胞坏死
,

促

进肝细胞再生作用�� 
。

参考文献

【� 〕西基部
�

试述 中医 中药与免疫
�

南京 中医院学报
,

� � � � � �� � � ��

〔�� 袁华
�

从经方入手探索中医方药的调节作用
�

新中医
,

� �  � � �� �
�
�

�� 〕刘庆增等
�

具有免疫作用中药研究进展
�

中成药研究
,

� �  � � �� � � � �

【� �孟宪盖
,

试论中药的干扰素诱生作用
�

中西医结合杂

志
,

� � � � � ��� � � � � �

�� 〕刘燕
�

扶正中药的免疫调节作用
�

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 � � � �  

〔� 〕高海谦
�

增强免疫功能中草药研究
,

� � �� � ��� �
�

��

〔�� 顾惠民等
�

健脾利湿为 主治疗慢性肝炎 � �� 例
�

� � �� �

�� � � � �

痰之保克治疗呼吸系统感染临床疗效观察

陈 耀 张辉跃 兰品英

�福建省宁德地区第二医院 福建宁德 �犯 ����

呼吸系统疾病约占内科病人的 � ��
,

在

我国人 口统计中
,

呼吸系统疾病为第二位死

因 �� �
。

呼 吸系统疾病 中的感染最为常见
。

而 目前治疗呼吸系统感染主要症状咳嗽
、

咳

痰的药物可供选择的不多
,

临床使用较为满

意的甚少
,

尤其是起效时间多较慢
。

需要继

续寻找新的治疗药物
。

笔者于 �� � � 年 � 月

至 � � � � 年 � 月
�

应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药厂

生产的痰之保克 �� ��
� ��� �  �� �治疗急慢性

呼吸系统感染 �� 例
,

并以国产同类药物必嗽

平作对照
,

对两者进行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的观察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病例选择

治疗组 �� 例均为本院内科病房
,

门诊的

呼吸系统感染患者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 � 岁
。

其中急性气管
一

支气管炎 �� 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起效时间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

非常显著性差异
,

见表 �。

表 � 两组起效时 间比较

簇 �� 簇 � � � �� �

������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 �� 例 � 肺炎 � 例 �

支气管哮喘伴感染 � 例
。

另外在同一时间内

随机选择 � � 例呼吸系统感染病人应用必嗽

平作为对照组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在

� � 一 � � �
。

其 中急性气管
一

支气管炎 � 例 � 慢

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 �� 例 �肺炎 � 例 � 支

气管哮喘伴感染 � 例
。

两组在性别
,

年龄
,

基

础疾病分布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

�� � �
�

� ��

二
、

治疗方法

治疗组应用痰之保克
,

�� � 岁次
,

� 次 ��
,

口服
。

对照组应用必嗽平
,

�� � 岁次
,

� 次 � �,

口服
。

两组均加用 � 一 � 种抗生素
,

疗程为

�� �
。

在治疗期间两组均停用其他止咳祛痰

药
。

三
、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服药后咳痰
、

咳嗽症状的变化
。

起效时间及毒副反应
。

�一 �咳疾分级 无痰 ��� � 痰量少� � � �

痰量中等��十� �痰量多 �份 �
。

�二 �咳嗽分级 无咳嗽 ��� � 轻度咳 嗽

�十 � �中度咳嗽 ���� �重度咳嗽�份 �
。

四
、

疗效判定

�一 �显效 咳痰
、

咳嗽症状 由�份 �转为

�� �或�料 �转为�� �

�二�有效 咳痰
、

咳嗽症状由�一 �转为

�� �或� � �转为�� �

�三 �无效 咳痰
、

咳嗽症状无好转或加

重
。

五
、

结果

�一 �临 来 疗 效 治疗组 显 效 �� 例

�� �
�

� � � � 有效 � � 例 �� �
�

� � � � 无效 � 例

��
�

� � �
。

对照组显效 � 例 ���
�

� � � � 有效

�� 例���
�

� � � �无效 � 例 ���
�

� � �
。

治疗组

总有 效 率 为 � �
�

� �
,

对 照 组 总 有 效 率

� �
�

� �
。

两组总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 �� �

�
�

� ��
。

治疗组

对照组

梦 � ��
�

�� � � �  
!
 ∀

#三)副作用 治疗组 1 例服药后第二天

出现皮肤轻度搔痒
,

无皮疹
,

能耐受
,

未停药
。

4
d 后症状自行消失

,

1 例服药 Zd 后出现轻度

恶心
,

持续 3d 后自行缓解
。

对照组未见不 良

反应
。

六
、

讨论

(一 )痰之保克是一种新的粘痰溶解药
。

它主要通过有效地裂解酸性粘多糖纤维及粘

蛋白
,

抑制酸性粘多糖合成
,

从而减少粘痰
,

降低痰粘度
,

稀释痰液
,

使其易于咳出;尚能

通过提高支气管粘膜上皮纤毛运动频率及排

送能力
,

减少纤毛 一 粘液之间的粘合吸附
,

进

而利于排泄
,

减少过敏物质 ;能刺激肺泡表面

物质的形成
,

调节浆液性和粘液性分泌
,

保护

肺脏
,

减少病理损害;能提高抗生素在肺组织

中的浓度
,

利于消除炎症
,

缩短病程
,

减少抗

生素的用药时间[2]
。

本组 36 例应用痰之保

克后显效率达 63
.
9%

。

总有效率达 97
.
2%

。

表明本药有很好的祛痰止咳作用
。

( 二)痰之保克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必嗽

平组(P < 0
.
01 ) ;起效时间亦 明显快于 必嗽

平组(P < 0
.
01 )

。

说明痰之保克的祛痰剂效

果显著高于必嗽平
。

( 三)痰之保克副作用 少
、

轻
,

使用方便
,

祛痰
、

止咳疗效显著
,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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