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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汤颗粒治疗伴白细胞下降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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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葛根汤颗粒对伴血白细胞下降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疗效。【方法】选择67例血白

细胞<4．0×109／L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将其分为葛根汤颗粒治疗组与利巴韦林对照组，治疗组采用

葛根汤颗粒冲服，对照组静滴利巴韦林，治疗3～6 d，观察两组病人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

率分别为100％与98．88％，无显著性差异(P>O．05)，未见明显副作用}治疗组体温恢复至正常时间明显短

于对照纽(P<o．01)；血白细胞3 d，正常恢复率达高于对照纽。【结论】葛根汤颗粒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具有疗效好、疗程短、安全性高且毒副作用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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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临床最常见、多发的一种

疾病，大多数由病毒引起，广谱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

较广泛应用于这些患者。患者的血白细胞多数在正

常范围，但也有部分患者的血白细胞<4．0×109／L。

对于这部分病人，因利巴韦林及解热镇痛剂本身就

有使血白细胞下降的副作用，使这部分病人的治疗

存在一定的困难。作者选择血白细胞<4．0x 109／L

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应用葛根汤颗粒冲服治疗取

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者共72例，随机分为葛根汤颗粒治疗组(37例)和

利巴韦林注射液对照组(35例)。67例完成试验(治

疗组2例、对照组3例因失访而退出试验)。其中男

性35例，女性32例。年龄最大62岁，最小20岁，

平均年龄38．7岁。63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发热、

流涕、鼻塞、喷嚏、咽痛、咳嗽及全身酸痛、腹胀、纳差

等症状。X线检查肺部均正常。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体温、症状等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P均>

0．05)。(见表1)。

1．2诊断标准 参照《实用内科学》中上呼吸道感

染诊断标准诊断标准作出诊断n]。外周血常规白细

1．1病例选择2007年8月至2008年10月本院 胞计数<4．0X109／L人选，后前位胸片检查除外肺

上呼吸感染病人中，选择血白细胞<4．0X 109／L患 部感染的病人。

表1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1．3治疗方法 治疗组专用葛根汤颗粒(由山东瑞

阳制药厂生产)治疗，剂量按4 g／次，每日3次；对照

组采用按成人0．5 g／d加入葡萄糖或生理盐水250

mL静脉滴注，每日1次。两组患者的体温超过

38．5℃者辅以物理降温，并嘱休息、多饮水。治疗均

以3 d为1个疗程。1个疗程后观察疗效，复查外周

血白细胞；如一个疗程结束后患者症状还是很明显，

再按原方案进行第二疗程治疗3 d，第7日再次复查

外周血白细胞。

1．4疗效评定 治愈：6 d内退热且不再回升，流

涕、咽痛等症状消失。有效：用药3～6 d内温度下

降或正常，流涕、咽痛等症状明显减轻。无效：用药

6 d内体温未降或上升，其他症状无明显缓解。

1．5 安全性评价两组药物应用后，不良事件与试

验药物关系的判断标准按与试验药物肯定有关、可

能有关、可能无关、无关、无法评定5级标准评定。

肯定有关、可能有关、无法评定合计为所试药物的不

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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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

验。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愈率、有效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对照组比较，

葛根汤颗粒治疗组体温恢复至正常时间明显缩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2。

表2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开舔赫赫总懿率揣，
对照组32 Z2 9 I 96．88 51．56土22．13

P 0．439 0．621 0．292 0．292 0．003

2．2两组血白细胞检测比较 治疗组3 d白细胞

恢复正常率为60％，明显高于对照组(53．12％)(P

<O．05)；试验组6 d血象恢复正常率为97．14％，高

于对照组(93．7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表3两组血白细胞检测比较(例，％)

组别 n 剃茹‰ 蒯嚣极

对照组 32 17(53．12) 30(93．75)

P 0．036 0．502

2．3安全性评价治疗组1例服药后因药物苦味

而出现恶心症状，对照组在静滴利巴韦林的过程中

有2例出现头晕，1例出现恶心。试验组和对照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86％和9．38％，两组间

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两组不良反

应均较轻微，4例患者均能坚持治疗，且停药后24 h

内自行消失。

3 讨论

上呼吸道感染为发生于上呼吸道(鼻、咽或喉

部)的急性炎症的总称，主要病原体为病毒，少数是

细菌。在中医中属于温病范畴，感冒、流感等病毒性

上呼吸道感染，在祖国医学属“表证”和“外感热证”。

寒热异常、温凉失节、岁时不和是时行感冒的主要病

因。体虚邪凑，外感疫疬之邪，则病邪侵入人体，先

从肺卫开始，风蒸之邪多从13鼻而入，风寒之邪则多

从皮毛而人。如不及时有效治疗可继发细菌感染引

起呼吸道炎症等，甚至导致并发心肌炎或其他慢性

病病情加重。持续高热还影响人体水、电解质代谢

及酸碱平衡。

葛根汤在临床应用广泛，可用于治疗上呼吸道

感染、颈椎病、面神经麻痹等疾病，对上呼吸道感染

的疗效显著Cz,s3。葛根汤颗粒由葛根、麻黄、桂枝、

生姜、炙甘草、芍药、大枣七种成分组成，方中葛根性

平，能祛风；麻黄发汗解表；桂枝、芍药通行营卫；甘

草、大枣味甘，生姜味辛，健脾胃生津液。经药理研

究证实，葛根汤具有抗微生物(病毒、细菌)、抗炎、止

痛等作用[4]。本研究治疗组采用口服葛根汤颗粒，4

g／d，3 d为1个疗程，可有效地缓解发热、咽痛、乏

力及肌肉酸痛等症状，对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总有

效率高，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为轻度消化道反

应，表明葛根汤颗粒中葛根、麻黄药相合，配伍合理，

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显著疗效，能安全有效地应用

于上呼吸道感染的治疗。

利巴韦林的临床疗效证实，对病毒感染引起的

上呼吸道感染，其能够减轻症状，缩短病程[5]。但对

于血白细胞<4．0×109／L这部分病人，因利巴韦林

及解热镇痛剂本身就有使血白细胞下降副作用，不

利于病情的恢复。在本实验中，葛根汤颗粒治疗3 d

后，外周血白细胞恢复正常率均高于利巴韦林组，6

d白细胞恢复正常比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别不大，这

可间接推测在治疗3天后显效而停用利巴韦林后，

解除了利巴韦林对体内白细胞的影响而有利于外周

血白细胞恢复。

总之，葛根汤颗粒对体内白细胞的再生环节无

影响或者影响较小，尤其能够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以

外周血白细胞下降表现的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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