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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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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最重要

病原#%$

% 我国的研究证明&'*+也是我国婴幼儿下呼吸道感

染的第一位病原#"$

%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是由'*+所致&多

见于小于 " 岁小儿&尤其是 " ,- 个月的婴儿% 其主要病变在

毛细支气管&亦可累及支气管及肺泡#.$

'主要表现除发热&咳

嗽和呼吸困难外&喘憋为突出表现% 胸片多见肺纹理增多(模

糊或斑点状影% 该病起病急&病死率高&故受到极大的关注%

但是&长期以来&临床上并无有效抗'*+感染的西药&并

且尚无安全有效的抗'*+感染的疫苗&西医治疗呼吸道合胞

病毒肺炎的疗效并不理想% 而中草药是中华医学的瑰宝&来

源广泛&抗病毒作用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故本文主要讨论

了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中医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进

展%

%!中医药治疗与研究

%/%!清热解毒法!邹氏等#0$用中药双黄连注射液在常规给

予控制感染(镇咳(祛痰(平喘(吸氧(雾化吸入等对症(支持治

疗基础上治疗 0# 例'*+感染的患者&与单用上述对症(支持

治疗 0# 例对照组相比&结果治疗组各项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1#/#%"&证实了具有清热解毒燥湿的双黄连治疗呼吸

道合胞病毒肺炎有效&副作用少&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余氏

等#$$对清热解毒中成药新雪颗粒!主要成分为穿心莲(竹叶

卷心(牛黄(栀子(石膏(升麻等"进行了体外抗'*+的相关的

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新雪颗粒有体外抑制(中和 '*+作用&

其机制与直接杀伤病毒和保护细胞免受损害有关&这为今后

更广泛地应用本品防治上呼吸道急性感染提供了实验依据%

肇氏等#-$采用细胞培养技术&以双黄连为阳性对照药&

观察清热合剂!主要成分为大青叶(黄芩(葛根等"在非洲绿

猴肾细胞!+2'3"和咽喉癌上皮细胞!4256""中对'*+的抑

制作用% 实验结果显示)清热合剂在 +2'3和 4256" 两种细

胞中对 '*+病毒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毒性很小&治疗指数

!7%"可达到 -.8"0 和 $&800&阳性对照药双黄连的治疗指数

!7%"仅为 98-" 和 98&.%

此外有许多清热解毒的配方和单味中药如鱼腥草#($

(野

菊花#9$

(败酱草#&$等经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对 '*+有抑制作

用%

%/"!清肺化痰#止咳平喘法!张氏等#%#$运用肺儿安口服液

!主要成分为川贝(炒杏仁(炙桔红(大枣等"治疗 %#- 例 '*+

患儿&总有效率为 &./0:&优于对照组麻杏石甘汤的总有效

率 $-/#:!!1#/#$"% 通过临床实践对比性研究&证明该方

在治疗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方面效果显著&而且方中的药物

来源广&价格便宜&适应临床推广% 高氏等#%%$用病炎清治疗

急性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 例&与病毒唑治疗的 "9 例进行

对照观察&结果发现&病炎清治疗组的临床有效率为 9-/(:&

痊愈率为 ../.:&优于对照组的有效率 -#/(:&痊愈率

(/%:&!1# #$%

%/.!活血化瘀法!阎氏#%"$考虑到*肺朝百脉+&认为肺循环

和体循环聚会于肺&通过肺的呼吸进行气体交换&然后再输布

到全身% 说明肺(心(循环是一整体% 因此在治疗肺部疾患

时&应考虑血液循环障碍&按*血瘀症+论治% 并对 %.# 例

'*+肺炎&单用活血化瘀治疗 9# 例&活血化瘀加抗生素 $#

例% 辨证分为 0 型)

!

型)气滞血瘀(痰涎壅阻% 治以活血通

瘀&宽胸豁痰法&用平喘
"

号!黄芪(丹参(红花(桃仁(瓜蒌(

胆南星(细辛"%

"

型)气血凝滞&治用行气活血&逐瘀散结%

方用化瘀汤!黄芪(当归(赤芍(川芎(鸡血藤(丹皮(水蛭"%

#

型)气滞血瘀(邪留肺胃% 治用散血清瘀&泻热除烦% 方用

抗病毒 " 号!丹参(川芎(泽兰(大黄(芒硝(玄参(生地"%

$

型)邪犯经脉&热结耗津% 治用逐瘀通津&祛胃肠结热% 方用

抗病毒 % 号!大黄(芒硝( 甘草(元参(生地"% 此外&他还开展

静脉给药&用浓缩当归注射液及当归提取有效成分阿魏酸钠

治疗共 %%# 例&以化瘀汤口服为对照组'莪术油静脉注射液&

共治疗 .## 余例% 证实了以上活血化瘀中药口服和静脉用药

治疗'*+肺炎均有较好疗效&且无副作用%

%/0!益气解毒法!刘氏#%.$在临床观察中发现&小儿 '*+肺

炎具有发热与气虚证候俱突出的特点&故对益气解毒法治疗

小儿合胞病毒肺炎的疗效进行观察% 他将 -- 例小儿 '*+肺

炎患儿随机分为 " 组% 治疗组口服宣肺解毒汤!主要成分为

麻黄(苦杏仁(甘草(桔梗(黄芩(金银花(连翘(板蓝根等"加

减&同时根据辨证选用参麦注射液加用双黄连注射液!风热

闭肺型"或清开灵注射液!热邪闭肺型和热痰闭肺型"静脉滴

注% 对照组以利巴韦林注射液静脉滴注&并加服中药麻杏石

甘汤治疗% 结果显示)治愈率(总有效率治疗组分别为

&%/(:(&0/0:&对照组分别为 --/(:((./.:&治疗组的疗效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1#/#$"% " 组主要症状(

体征消退和住院时间比较&治疗组短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或非常显著性意义!!1#/#$&!1#/#%"% 说明了益气解毒法

治疗小儿'*+肺炎&可提高疗效&缩短病程%

"!中西医结合治疗

目前&西药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很少&临床效果并不理想%

因此&选择中西医联合治疗&降低药物用量&提高疗效有重要

意义% 现今国内常用抗病毒的西药为病毒唑和干扰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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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主要体现在抗病毒药与清热解毒(清

肺化痰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益气解毒等中医治法的结合%

廖氏#%0$研究了在细胞培养条件下联用柴胡注射液和病

毒唑抗 '*+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联用柴胡注射液和病毒

唑对'*+的抑制呈显著协同作用&且比单用病毒唑强 0 倍&

究其原因可能是两药作用机制方面的差异% 国内有许多文献

报道柴胡具有解热(镇痛(镇静(抗炎和抗病原体作用&特别具

有抗乙肝病毒(腮腺炎病毒(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而病毒

唑也对 ;<)和 '<)型病毒均有抑制作用&其机制可能为)

!%"竞争抑制磷酸肌苷脱氢酶&致细胞内=75浓度下降&从而

抑制病毒核苷酸合成% !""抑制=75依赖性>'<)的 $?末端

加帽% !."抑制了启动及延长病毒 >'<)所必需的 '<)多

聚酶功能#%$$

% 柴胡注射液和病毒唑抑制 '*+时作用于不同

的环节&故能更好地发挥其抗病毒作用%

安氏#%-$将 &0 例'*+感染所致毛细支气管炎患儿随机分

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对照组予对症(支持和单一青霉素常规治

疗&并予基因重组干扰素 @6"A &治疗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加用痰热清注射液% 对痰热清注射液与干扰素治疗小儿毛细

支气管炎的疗效进行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患儿在病程及咳

嗽(喘憋等主要症状和体的缓解消失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总

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痰热清注射液与干扰素联合应

用可提高小儿毛细支气管炎疗效%

李氏等#%($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结果)活血化瘀药有改善

微循环&提高组织耐氧能力'促进出血和渗出物的吸收(组织

的修复和再生'增强免疫代谢功能等多种作用% 中药如)赤

芍(丹皮(当归等及其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川芎(黄芪(

当归等及其成分具有调节机体非特异免疫的作用等% 据此&

他们进行了病毒唑(蛭丹化瘀口服液!主要成分为赤芍(丹

皮(川芎(当归(鸡血藤(黄芪(水蛭等"及两者联用时对 '*+

抑制作用的体外实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蛭丹化瘀口服液

对'*+确有抑制作用&与病毒唑合用在降低近 0 倍药量时&

在425B" 细胞上连续观察 $ 天&仍不产生细胞病理变化&对

'*+有完全抑制作用&说明二药合用有协同作用&在适当降低

用药剂量时抑制作用仍可不降低&为临床联合用药提供了理

论依据%

刘氏等#%9$据护肺口服液!主要成分为青黛(银杏(地骨

皮(钩藤(车前草等"具有清热解毒(护肺降逆(扶正驱邪之功

效% .# 多年的应用实践表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全方不但有抑菌作用&而且有增强心功能及吞噬

功能的作用&并可增强机体非特异免疫功能% 为了解病毒唑(

护肺口服液及二者联合应用时对'*+的体外抑制作用&对不

同药物浓度下'*+对425B" 细胞的致病作用进行了观察%

结果病毒唑完全抑制'*+复制的最小浓度为 (/9#

%

CD>E&护

肺口服液则为 $/## >CD>E'两药联合应用时&完全抑制 '*+

复制的病毒唑和护肺口服液的最小浓度分别为减少到 #/&9

%

CD>E和 #/-. >CD>E&比单独用药浓度均降低了 9(/0:%

得出护肺口服液与病毒唑联用时具有很强的抑制 '*+的作

用&为临床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讨论

目前&对'*+感染的疾病西医治疗尚无特殊疗法&中药

疗效肯定(毒副作用小(药源丰富且价格低廉&故'*+感染的

中医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备受关注&且许多研究表明中医

和中西医结合抗'*+疗效显著% 但单味中药治疗 '*+疾病

的临床报道不多&多以针剂为主'中医复方治疗 '*+疾病的

作用机理的研究尚不深入&缺少中药治疗学和病毒分子生物

学方面有机结合的思路与方法'而中西药联用&虽然疗效明显

增加&结果令人满意&但产生这一结果的机制是什么&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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