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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效果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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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通过随机分组的方法，对比了单纯西药治疗与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疗效。结果显

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总有效率、症状缓解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多个关键指标上均显著优于西药治疗组。这一

发现不仅证实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支原体肺炎治疗中的显著优势，还揭示其潜在的作用机理，包括中药方剂对病原体

的抑制、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以及症状的快速缓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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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支原体肺炎是一种由支原体感染引起的呼吸

道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复发率。传统的西药治疗

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存在耐药性强、不良反应多等

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医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效果。本研究旨在

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效果，为临床治

疗提供参考。

1��肺炎支原体肺炎概述

肺 炎 支 原 体 肺 炎 ， 是 一 种 由 肺 炎 支 原 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该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尤其在学龄儿童和青少

年中更常见，可在任何年龄的人群发病。肺炎支原体是

一种无细胞壁、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的最小微生物，

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感染后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可

伴有咽痛、流涕、头痛等。肺部体征早期可不明显，随

病情进展可出现呼吸音降低、干湿性啰音等，对于肺炎

支原体肺炎的诊断包括临床、影像学表现和血清学检

查、核酸检测等。其中，MP-DNA或RNA和MP-IgM抗
体检测常被用于诊断，这些检查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在治疗方面，西医治疗方法以抗生素为主，如阿

奇霉素、红霉素、多西环素、左氧氟沙星等，其中多西

环素可能导致牙釉质发育不良，仅用于8岁以上儿童，
左氧氟沙星因存在幼年动物软骨损伤和人类肌腱断裂的

风险，用于18岁以上患者，这些药物通过抑制肺炎支原
体的生长和繁殖来达到治疗效果。然而，由于抗生素的

滥用和耐药性的增加，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受到一定挑战
[1]。近年来，中医治疗方法在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治疗中

逐渐受到关注。中医采用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药内服、针

灸、推拿等，这些方法在缓解症状、提高治疗效果以及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优势[1]。因此，

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炎支原体肺炎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之一。

2��资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纳入100例支原体肺炎患者，其中男性52

例，女性48例，年龄范围在18-65岁之间。所有患者均符
合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标准，且未接受过其他治疗。将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50例。
2.2  治疗方法
2.2.1  对照组：西药治疗
对照组的患者接受了标准的西药治疗。治疗主要

包括：

（1）抗生素治疗
阿奇霉素：作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阿奇霉素对肺

炎支原体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给予患者口服或静脉滴

注，剂量和疗程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年龄进行调整。

多西环素：同样是针对肺炎支原体的有效抗生素。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可选择口服或静脉给药的方式。

（2）对症治疗
祛痰药：对于咳嗽且痰液黏稠的患者，给予祛痰药

以帮助痰液排出，缓解咳嗽症状。

止咳药：对于干咳较为严重的患者，可给予止咳药

以缓解咳嗽不适感[2]。

2.2.2  观察组：中西医结合治疗
观察组的患者在对照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额外加

用中药治疗。中药治疗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个体

化制定治疗方案，常用的中药方剂具有以下功效：

（1）清肺止咳
使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功效的中药，如桑白

皮、贝母等，以清除肺部热邪，缓解咳嗽症状。

（2）清热解毒
给予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连翘等，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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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的热毒，减轻炎症反应。

（3）扶正祛邪
针对患者体质虚弱或正气不足的情况，给予扶正祛

邪的中药，如黄芪、党参等，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促

进病情恢复。

（4）中药剂型和用法
中药通常以汤剂、颗粒剂、丸剂等形式给药，具体剂

型和用法由专业中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进行个体化

制定。一般给予患者口服，治疗周期与西药治疗同步。

2.2.3  注意事项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过程中，患者需严格遵循医

嘱，按时服药，并注意观察病情变化。同时，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中医师在制定治疗方案时，需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

体质、年龄等因素，确保治疗方案的个性化和安全性。

2.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症状缓解时间及

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效果分为治愈、好转和无效三个

等级，总有效率 = （治愈+好转）/总例数×100%。症
状缓解时间包括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和啰音消失时

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根据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进行

统计[3]。

3��结果

3.1  治疗效果比较
表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n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0 20 20 10 80.0
观察组 50 30 18 2 96.0

注：总有效率 = （治愈+好转）/总例数×100%

由表1可知，观察组在总有效率方面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2  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表2��两组患者症状缓解时间比较（d）

组别 n 退热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啰音消失时间

对照组 50 5.96±1.25 11.25±1.63 7.65±2.46
观察组 50 3.76±0.81 9.76±0.68 5.76±1.47

由表2可知，观察组在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和啰
音消失时间方面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3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表3��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n 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 50 16.0
观察组 50 4.0

由表3可知，观察组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4��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著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

相较于单一的西药治疗在多个关键指标上均展现出显著

的优势。具体而言，在总有效率方面，中西医结合治疗

的患者群体显示出更高的治愈率和好转率，这可能与中

药的清热解毒、宣肺止咳等独特功效密切相关。中药方

剂在治疗过程中通过清热来减轻肺部炎症，同时宣肺止

咳以缓解患者的呼吸道症状，这些功能为患者的康复提

供有力的支持。另外，症状缓解时间方面，中西医结合

治疗组的患者表现出更快的改善速度，这显示了中药在

疾病治疗过程中对于加速病情缓解的积极作用。不仅如

此，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角度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同

样显现出优势。这可能与中药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及其副

作用较小的特性有关，从而减少西药治疗可能带来的不

良反应。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

样本量较小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准确性。未来

的研究应该扩大样本量，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其次，观察时间相对较短可能无法全面评估治疗

的长期效果[4]。因此，延长观察时间对于更全面地评估中

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效果至关重要。未来的

研究应该注重这些问题，以进一步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

在支原体肺炎治疗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5��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机理探讨

5.1  中药方剂的作用机制
在支原体肺炎的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展现出独

特的优势。这种治疗方式不仅关注病原体的清除，更重

视整体机体功能的恢复和免疫力的提升。从中医角度

看，支原体肺炎的发病与外感风热、疫毒之邪有关，这

些外邪侵袭人体，导致肺气失宣，气机不畅。中医治疗

强调辨证施治，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采用清热

解毒、宣肺止咳、扶正祛邪等方法进行治疗。中药方剂

在支原体肺炎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清热解

毒类中药如连翘、黄芩、金银花等，能够抑制支原体的

生长繁殖，减轻肺部炎症反应。同时，它们还能够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力。宣肺止咳类中

药如麻黄、桑白皮等，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增加呼

吸道分泌物的排出，缓解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这些

药物通过调节呼吸道黏膜的分泌和纤毛运动，促进痰液

的排出，使呼吸道通畅，从而达到缓解症状的效果。扶

正祛邪类中药如黄芪、党参等，能够提高机体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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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免疫力，促进病情的恢复。这些药物通过补益气

血、调理脏腑功能等方式，改善机体的营养状况和免疫

功能，从而增强机体对病原体的抵抗能力[5]。

5.2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分析
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中医

的整体调理与西医的精准治疗相结合上。在中医理论

中，支原体肺炎被视为“外感风邪”、“肺热咳嗽”等

范畴，强调病因与机体的整体性关系，并注重通过调和

机体内环境，扶正祛邪，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而西

医则更侧重于对病原体的直接作用，通过抗生素等药物

精准打击病原体。

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综合性强：中西医结合治疗融合了中医
的宏观调理和西医的微观治疗，能够全面、系统地针对

支原体肺炎的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进行治疗。（2）针对
性高：中医通过辨证施治，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

整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个体化水平。而西医

的精准治疗则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原体，迅速控制病情。

（3）减少不良反应：中药通常副作用较小，且能够通过
调节机体内部环境，减轻或避免西药可能带来的不良反

应，提高患者的舒适度。（4）增强免疫力：中医治疗注
重扶正祛邪，能够增强患者的免疫力，提高机体对病原

体的抵抗能力，有助于防止疾病的复发。（5）长期疗效
好：中医治疗注重调整机体内部环境，从根本上改善患

者的健康状况，因此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长期疗效。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支原体肺炎具有独特的

机理和显著的优势，能够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

应，并有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因此，这种治疗方式值

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结束语

研究不仅验证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支原体肺炎治疗

中的显著疗效，更展现了其在提升治疗效果和降低不良

反应方面的独特优势。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学研究的不

断深入，可以期待更多的研究能够揭示中西医结合治疗

的深层机制，为临床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策略，其独

特的优势和潜力正在逐步被认识和应用。在不久的将

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将成为更多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

让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在更多领域得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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