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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措施与临床疗效观察

吴� 娟*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广东� 深圳� 518100

摘� 要：目的：分析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措施与临床疗效。方法：���例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利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匹多莫德治

疗。治疗后随访�个月，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感染持续时间、随访期间的感染次数及家长的护理满意度。结

果：实验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患儿的感染持

续时间为（���±���）G，短于对照组的（���±���）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患儿随

访期间感染次数为（���±���）次，少于对照组的（���±���）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实验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高于对照组患儿家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采用常规治疗与匹多莫德相结合的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较为显

著，适用于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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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儿呼吸道系统与免疫系统尚不成熟，在病原微生物进人小儿呼吸道以后，患儿容易出现呼吸道反复感染症状。

呼吸道反复感染是儿科的常见疾病。此种疾病具有病程长且容易反复发作的特点。抗感染治疗、化痰治疗、吸氧治疗

等多种治疗手段均在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设置实验组、对照组，

开展对比与分析的方式对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病症的治疗措施及临床疗效进行有效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以����年��月a����年��月收治的���例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

验组与对照组，每组��例。实验组男��例，女��例；年龄�个月��岁，平均年龄（���±���）岁；病程�a��个月，平均

病程（���±���）个月。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个月��岁，平均年龄（���±���）岁；病程����个月，平均病程

（���±���）个月。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临床呼吸道感染的常规治疗手段，治疗内容包含吸氧治疗、抗感染治疗、化痰治疗及镇静治疗等，雾

化治疗的吸入药物为��PO布地奈德与��PO生理盐水，雾化治疗时间�����PL�，抗感染药物以阿莫西林等药物为主，治

疗时间为�周。

������实验组

在对照组用药的基础上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匹多莫德的用药量为��PJ�次，用药频率为�次�G，治疗时间为�周。

����观察指标

治疗后随访�个月，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感染持续时间、随访期间的感染次数及家长的护理满意度。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疗效分为显效、有效与无效。显效：患儿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在停药后���G的随访中未出现复发症状；有

效：患儿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在停药后���G内偶尔出现呼吸系统感染；无效：患儿临床症状无明显变化，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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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频繁出现呼吸系统感染症状。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6）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万��（�的平方）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比较

实验组治疗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总有效率为����％；对照组治疗显效��例，有效��例，无效��例，总

有效率为����％。实验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两组患儿的感染持续时间比较

实验组患儿的感染持续时间为（���±���）G，短于对照组的（���±���）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

����两组患儿随访期间的感染次数比较

实验组患儿随访期间感染次数为（���±���）次，少于对照组的（���±���）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两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为����％（�����），高于对照组患儿家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3� 讨论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与原发性免疫功能缺陷、继发性免疫功能缺陷、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及副流感病毒等因素之

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成年人相比而言，小儿的自身免疫力相对较弱，在外界病毒与细菌感染合并后，儿童呼

吸道疾病的发生率远高于成人。儿童呼吸道感染的致病因素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基础疾病、遗传因素及环境污染等因

素也可成为儿科呼吸道感染的致病因素。受儿童自身身体状况的影响，呼吸道反复感染多会表现出感染扩散力强的特

点。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家长需要对自身对儿科呼吸道感染的警惕性进行提升，如在此种疾病的高发期，儿童家长不

能带儿童去往人流量大、易于细菌滋生的环境之中>��。

抗生素治疗是小儿呼吸道感染治疗中的常用药物。此种药物虽然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但是与之相关的治疗方式

的副作用也得到了研究者的证实，如在长期利用抗生素药物的情况下，患儿自身及外界病毒均会产生一定的抗药性。

这种抗药性会让患儿出现呼吸道反复感染率有所增加。针对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实际情况，调节儿童免疫功能的治

疗措施被认为是提升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可行效果的主要措施>��。

本研究中采用的匹多莫德是一种强化免疫力的药物。在儿科呼吸道反复感染治疗方面，此种药物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了以下方面：①在应用于临床治疗后，匹多莫德可以让人体产生非特异性自然免疫；②此种药物虽然不具备对抗病

毒与细菌的活性作用，但是其可以借助细胞免疫提升细胞的抗病毒能力与抗菌能力；③此种药物也可以发挥出强化患

儿体液免疫功能的作用。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实验组在治疗有效率与家长满意度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优势。常

规治疗与匹多莫德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的家长满意度与此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4� 试验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感染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患儿随访期间感染次数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儿家长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患儿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证实了匹多莫德治疗的临床疗效，表明常规治疗与匹多莫德

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具有提升患儿治疗效率的作用。现阶段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治疗方式以雾化吸人、化痰等治

疗方式为主。上述治疗方式仅可以对患儿病情进行有效控制，故而常规治疗手段并不能让患儿的临床症状得到彻底治

愈。匹多莫德治疗在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可以在改善患儿病情的同时，提升患儿的肌体免疫力。有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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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规治疗与匹多莫德治疗相结合的治疗方式具有改善患儿治疗效果的作用。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认为匹多

莫德治疗可以在根源上治疗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

5� 结语

综上所述，常规的治疗联合匹多莫德治疗有助于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症状的改善。患儿家长对治疗方案

的满意度较高，此种治疗方案在儿科反复呼吸道感染治疗领域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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