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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
效果分析

罗盼盼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 要：目的：探究应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于2021年3月至2023
年3月本院儿科收治的100例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对照组（常规治疗）各
50人。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效果高，肺功能、临床症状改善更明显（P < 0.05）。结论：应用盐酸氨溴索
注射液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非常显著，能够提升患者的肺功能，改善其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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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是儿童常见的疾病，包括上呼吸

道感染、肺炎、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等[1]。这些疾病可

能导致患儿咳嗽、呼吸急促、发热等症状，影响其生活

质量[2]。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是一种祛痰药，通过稀释痰液

和提高呼吸道黏膜清除能力，从而促进痰液排出[3]。近年

来，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在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治疗中得到

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4]。本研究旨在分析盐酸氨溴索注射

液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本院儿科收治的100例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男29例、女21例，
平均年龄（7.26±2.13）岁；对照组男27例、女23例，平
均年龄（7.87±2.19）岁。资料差异不明显，P > 0.05。纳
入标准：年龄在0-18岁，患有儿科呼吸系统疾病（如肺
炎、支气管炎、急性喉炎等）的患儿。排除标准：已经

接受过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或曾经出现过对该药物过

敏反应的患儿；有其他严重疾病或并发症的患儿，如心

脏病、肝肾功能不全等；存在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或精

神疾病的患儿；患有甲亢、糖尿病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

患儿；患有严重免疫系统疾病的患儿。

1.2  方法
常规治疗对照组：祛痰、抗感染治疗等。此外，还

给予观察组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慢速静脉滴注治疗：2岁以
下儿童，每次7.5mg，每日2次；2-6岁儿童，每次7.5mg，
每日3次；6-12岁儿童，每次15mg，每日2-3次；12岁以
上儿童，每次15mg，每日2-3次，病情比较严重者，可以
将用药剂量增加至30mg。两组均持续用药2周。

1.3  观察指标
治疗效果，显效：患儿的呼吸困难症状明显缓解，

体温下降至正常水平，病情得到完全控制，并且持续时

间长。有效：患儿的呼吸困难症状有所缓解，体温下降

至正常水平，病情部分得到控制，但是需要继续治疗。

无效：患儿的呼吸困难症状没有缓解，体温未下降或出

现其他严重并发症，病情没有得到控制；肺功能指标；

李克特评分表评价临床症状。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计

数资料，分别行t与x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1。

表1��治疗总有效率【n(%)】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20 18 2 38（95）

对照组 50 16 14 10 30（75）
x2 7.169
P  < 0.05

2.2   肺功能指标：观察组各指标升高明显（P  < 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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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肺功能指标（ ）

分组 n
FEV1/（L） VC/（L） FEV1/FVC/（%）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1.48±0.19 2.59±0.27 2.10±0.22 3.41±0.36 65.44±7.63 81.38±9.28

对照组 50 1.49±0.18 2.20±0.23 2.11±0.19 2.74±0.29 65.50±7.51 73.41±8.10
t 10.325 6.025 0.624 9.524 0.343 7.351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临床症状评分：观察组升高明显（P < 0.05）， 见表3。

表3��临床症状评分（ ，分）

分组 n
呼吸困难 咳嗽 胸闷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1.35±0.21 4.42±0.74 1.29±0.34 4.57±0.51 1.35±0.28 4.15±0.39

对照组 50 1.36±0.25 3.15±0.45 1.30±0.28 3.30±0.33 1.36±0.31 3.08±0.35
t 0.698 6.302 0.102 11.305 0.158 7.028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讨论

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是指发生在儿童时期的一系列呼

吸系统疾病，主要包括上呼吸道感染、肺炎、支气管

炎、细支气管炎、哮喘等[5]。这些疾病可能由病毒、细

菌、真菌等多种病原体感染引起，也可能是由于环境因

素、过敏反应等原因导致的。儿科呼吸系统疾病在儿

童中较为常见，严重影响患儿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儿科

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和危害因具体疾病而异[6]。例如哮

喘：哮喘的症状包括反复发作性喘息、咳嗽和呼吸困

难，尤其在夜间和清晨更为明显。哮喘可能会影响患儿

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严重者甚至可能威胁到生命。支气

管炎：支气管炎的症状包括咳嗽、黏液咳出和胸闷等，

可能会导致呼吸急促和氧气供应不足。严重的支气管炎

可能会引起肺炎等并发症[7]。肺炎：肺炎会导致发热、

咳嗽、呼吸急促、乏力和食欲不振等症状，并可能导致

呼吸衰竭和休克等严重并发症。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

炎会导致鼻塞、流涕、打喷嚏和鼻痒等症状，影响患儿

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长期不治疗可能会导致鼻窦炎等并

发症。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包括咳嗽、喉咙

痛、发热、流涕等，大多数患儿可以自愈，但对免疫系

统较弱的儿童或老年人等易感人群，可能会引起严重的

并发症。气管支气管异物：误吸异物后可能会导致气道

阻塞，引起呼吸困难、咳嗽、窒息等危急症状，甚至有

生命危险。先天性心脏病：某些先天性心脏病可能会导

致呼吸困难和青紫等症状，严重者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

疗。如果未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心力衰竭等并发症[8]。

为了降低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危害，应及时诊断和治

疗，避免病情恶化。常见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物理疗

法、支持性疗法和必要时的手术干预。治疗方案需要根

据具体病情和患儿年龄而定。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是一种祛痰药，主要成分为盐酸

氨溴索。其药理作用主要包括：增加呼吸道黏膜浆液腺

分泌：盐酸氨溴索可以刺激呼吸道黏膜浆液腺分泌，从

而增加痰液的产生，使痰液变得稀薄，更容易排出。降

低痰液粘度：盐酸氨溴索可以使痰液中的黏蛋白分子间

的相互作用减弱，降低痰液粘度，从而使痰液更容易排

出。增强呼吸道黏膜清除能力：盐酸氨溴索可以提高呼

吸道黏膜上皮的纤毛运动能力，使痰液更容易被排出。

抗炎作用：盐酸氨溴索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可以减轻

呼吸道炎症反应，从而减轻患儿的症状。抗菌作用：盐

酸氨溴索对某些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具有一定程度的

抑制作用，可以与抗菌药物联合使用，提高抗菌疗效[9]。

总之，盐酸氨溴索注射液的药理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呼

吸道黏膜浆液腺分泌、降低痰液粘度、增强呼吸道黏膜

清除能力、抗炎和抗菌等作用，促进患儿排出痰液，缓

解呼吸系统症状。在临床应用中，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广

泛用于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如肺炎、支气管炎、急

性喉炎等。本文通过探究应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儿

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效果，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效

果高，肺功能、临床症状改善更明显（P < 0.05）。原
因为：氨溴索能够通过放松支气管平滑肌，扩张支气

管，从而减轻呼吸道阻力，使呼吸更加顺畅。这对于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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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呼吸困难症状有显

著的缓解效果。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能够有效减轻儿童呼

吸系统疾病的典型症状，如咳嗽、喘息、胸闷等。它能

够抑制炎症反应、改善黏液排出，从而减少病情加重的

可能。同时，使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进行治疗，可以有

效预防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复发。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效

果，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舒张状态，减少疾病的反复发

作。此外，盐酸氨溴索注射液在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治

疗中被广泛应用，并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10]。适当剂量

下，常见的不良反应较少，一般可以耐受。

在日常生活中，预防儿科呼吸系统疾病也至关重

要，主要措施包括：勤洗手：洗手是预防呼吸道感染最

简单有效的方法。教育孩子使用肥皂和水认真洗手，尤

其咳嗽、打喷嚏、饭前便后更要注意洗手。保持良好的

呼吸道卫生习惯：教会孩子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

部捂住口鼻，避免用手直接捂住，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

险。保持环境清洁通风：保持室内环境清洁，定期开窗

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有助于减少病毒和细菌的滋生。

增强免疫力：培养孩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

眠，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和免疫力。提供营养

均衡的饮食，多食新鲜蔬菜水果，适量摄入富含蛋白质

和维生素的食物，增强免疫力。避免接触病源：在呼吸

道疾病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带孩子去人多拥挤、空气不

流通的场所。如果家庭成员患有呼吸道感染，应尽量减

少与孩子的接触，必要时戴口罩。尽量避免孩子接触二

手烟，因为被动吸烟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接种

疫苗：为孩子接种疫苗是预防呼吸道疾病最有效的措施

之一。按照儿科医生的建议，定期为孩子接种流感疫

苗、肺炎球菌疫苗等。及时就医：如发现儿童出现呼吸

系统疾病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病情恶化。通过采取

以上预防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儿童患上呼吸系统疾病的

风险。同时，家长也应该关注儿童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

惯，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有助于维护儿童的呼吸

系统健康，促进其生长发育。

结束语：应用盐酸氨溴索注射液治疗儿科呼吸系统

疾病可以获得更高的治疗效果，有利于提升患者的肺功

能，改善其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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