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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和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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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绍兴市立医院呼吸内科

反复呼吸道感染（recurrent�respiratory�infections，

RRI）是一种在单位时间内反复感染发作超过特定次

数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1]

。 RRI多发于幼儿，然而近年统

计资料显示成人RRI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

[2]

。

成人RRI的发病主要与免疫功能低下、体质虚弱关系

密切，因此，提高自身机体免疫力是治疗和预防其反

复发作的关键

[3]

。 本次研究利用玉屏风胶囊联合左氧

氟沙星治疗成人RRI，疗效明显。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2月至2014年3月绍兴

市立医院呼吸内科门诊收治的成年RRI患者92例，

其中男性45例、女性47例；年龄18～66岁，平均年龄

（42.92±6.10）岁；均符合全国呼吸道疾病学术会议

制定的RRI诊断标准

[4]

，同时排除肺结核、矽肺和肺

不张等肺部疾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排除营养不良和治

疗前使用免疫功能调节剂者， 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46例中男性24例、女性22例；平

均年龄（43.31±5.70）岁；平均病程（24.11±3.72）个

月；1年内呼吸道感染次数10～19次， 平均（10.60±

2.42）次。对照组46例中男性21例、女性25例；平均年

龄（42.52±6.51）岁；平均病程（22.31±2.50）个月；1年

内呼吸道感染次数9～19次，平均（11.52±2.14）次。

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及年感染次数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左氧氟沙星（由浙江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生产）0.2�g口服，每日二

次，连续治疗2周，同时给予祛痰止咳等对症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玉屏风胶囊（由镇江吉

贝尔药业生产）1�g口服，每日三次，连续服用8�周。

1.3 监测指标 记录两组间体温恢复时间、咳嗽和

喘息症状缓解时间、 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及复发次

数，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其中疗效判定标准参

考文献[4]。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8�周后的免疫

相关指标，包括：T淋巴细胞亚群CD

4+

、CD

8+

和CD

4+

/

CD

8+

的变化，以及血清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

lin�G，IgG）、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A，IgA）、

免疫球蛋白M�（immunoglobulin�M，IgM）和免疫球蛋

白E�（immunoglobulin�E，IgE）的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 计量

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

检验。 设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临床疗效和总有效率比

较见表1

·经验交流·

玉屏风胶囊联合左氧氟沙星对成人反复

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疗效观察

陶晓东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组别 n

体温恢复

时间/d

症状缓解

时间/d

肺部啰音

消失时间/d

复发次数

/次

临床疗效/例

总有效率

/％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46 1.61±0.54* 2.63±0.81* 4.64±1.19* 1.73±1.42* 29 16 1 97.82*

对照组 46 2.53±0.41 4.22±0.89 6.53±1.14 6.83±1.69 25 11 10 78.26

由表1可见，观察组治疗后体温恢复时间、症状 缓解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复发

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2.58、2.35、2.43、2.61，P均＜0.05）；观察组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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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8.36，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8�周的免疫相关指标见

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免疫相关指标比较

由表2可见， 两组患者治疗前CD

4+

水平、CD

8+

水

平和CD

4+

/CD

8+

比值以及血清IgG、IgA、IgM、IgE�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2.17、2.51、2.12、1.69、

1.79、1.86、1.73，P均＞0.05）。 观察组治疗后CD

4+

水

平、CD

4+

/CD

8+

比值均较治疗前上升，CD

8+

水平则明显

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31、2.22、2.00，

P均＜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

学意义（t分别=2.51、2.11、2.34，P均＜0.05）。 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血清IgA和IgG�水平高于对照组治疗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14、2.65，P均＜0.�05）；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IgM和IgE�水平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t分别=1.81、1.77，P均＞0.05）。

3 讨论

目前，RRI主要通过抗感染等常规方法治疗，然

而抗生素主要是针对引起感染的病原菌和改善临

床症状，对于预防反复感染并无太大作用。 此外，抗

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容易导致细菌抗药性提高，加大

感染治疗难度。 现有的临床资料证实，RRI患者的淋

巴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正常人， 细胞功能紊乱，进

一步阻碍B细胞发育和分化， 降低血清免疫球蛋白

水平

[5]

。 因此，机体免疫力低下是RRI发病的主要原

因，利用预防性治疗提高患者机体免疫水平是有效

降低RRI复发的有效策略。

玉屏风胶囊由黄芪、白术、防风组成，具有标本

兼治、扶正祛邪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已经证实玉

屏风胶囊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是中药免疫调节剂。

RRI发病主要由于感染所致， 而其迁延不愈则主要

是机体自身免疫力较低的结果。 目前，利用玉屏风

提高患者免疫力来临床佐治RRI疾病已有报道，但

主要通过玉屏风和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切多着眼于

其临床疗效。 本次研究观察左氧氟沙星联合玉屏风

治疗RRI患者病例， 系统阐述其临床疗效以及免疫

相关指标影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左氧氟沙星联

合玉屏风治疗患者治疗前后CD

4+

水平、CD

4+

/CD

8+

比

值均上升，而CD

8+

水平则明显下降（P均＜0.05）；治

疗后IgA和IgG水平明显升高（P均＜0.05）。 且治疗后

细胞和体液免疫水平改善优于左氧氟沙星对照患

者（P均＜0.05）。研究结果证实玉屏风胶囊可有效提

高RRI患者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 较单独使用左

氧氟沙星效果更为明显。 但玉屏风胶囊治疗前后IgM

和IgE无明显改变（P均＞0.05），这可能是由于玉屏风

胶囊可能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调节途径，也可能与患

者个体差异及病程发展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玉屏风胶囊联合左氧氟沙星可明显

提高成年RRI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善炎症状态，提高

治愈率，防止反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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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组别 CD

4+

/％ CD

8+

/％ CD

4+

/CD

8+

IgA/g/L IgG/g/L IgM/g/L IgE/g/L

观察组 治疗前 32.37±3.15 31.32±4.01 1.08±0.21 5.41±1.62 0.62±0.19 1.08±0.31 15.72±5.61

治疗后 41.54±3.45*

#

24.33±3.01*

#

1.67±0.06*

#

8.12±1.62*

#

1.22±0.34*

#

0.93±0.48 18.12±5.09

对照组 治疗前 33.55±4.11 30.67±4.12 1.09±0.05 5.50±1.26 0.64±0.31 1.13±0.26 16.11±5.72

治疗后 33.89±4.21 28.24±3.36 1.18±0.17 5.61±2.33 0.74±2.11 1.03±0.19 16.9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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