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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片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疗效观察 

李建华，冯丕敏，李 婷，沈建国。姚志敏。沈蔚华 

(浙江省杭州市东城医院，浙江 杭州 310017) 

摘 要：目的：观察金荞麦片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的疗效。方法：选择 134例患者，随机分成2组．对照组67例 

常规抗炎、化痰药物治疗；治疗组67例则采用金荞麦片治疗，对合并症状及时给予相应处理。结果：治疗组在症状 
缓解和消失的时间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o．05)。结论：金荞麦片治疗急性支气管炎有较好的疗效。并具有抗 

生素不具有的特别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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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支气管炎是我 国常见病、多发病，任何年龄 

均可患此病 ，笔者在 2005年 1月一 2006年9月年间诊 

治门诊患者 134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临 床 资 料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共 134例 ，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 照组 。治疗组 67例 中，男37例 ，女 3O例 ；年龄 

7～72岁 ，平 均 36．7岁；其 中儿 童 13例 ，成 人 54例。 

对 照组 67例 中，男39例 ，女 28例 ；年 龄 6～75岁 ，平 

均 35．5岁 ；其 中儿 童 11例 ，成人 56例。2组病 例在 

性别、年龄、病程长短及病情程度上差异无显著性 

(P>O．05)，具 有可 比性 。 

2 治疗方 法 

治疗组予金荞麦 片，每次4～5片，每 日3次。儿 

童用量酌减。对照组使用罗红霉素 0．15g(儿 童改 

为琥乙红霉素 0．1-0．3g)，每 日2次和甘草合剂 lOmL 

(儿童使用肺力 咳糖浆5-8mL)，每 日3次，同时给予 

支持疗法 ，对有合并症者及时给予相应 的处理 ，7天 

为 1个疗 程 。 

3 疗效 评定标准 与结果 

3．1 疗效评定标准 疗效均符合 《临床疾病诊断依 

据治愈好转标准 》，根据胸片的好转表现，肺部罗音 

消失 。咳嗽状况为指标分析 。 

3．2 结果 疗效分析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 比较 ，见 

表 l。 

表 1 2组疗效 比较(天 ) 

注 ：与对照组 比较 ，p>0．05，无显著差异。 

从 表 1可见 ，治疗组在 咳嗽，肺部罗音 和胸片 

变化等各种临床症状 的消失上均与对照组无 明显 

变化 ，差 异无显 著意 义。治疗组 治疗 天数 为 8．76 

天 ，对 照组为 8．49天 ，也无 明显变 化，无显 著差 异 

(P>0．05)。 

不 良反应 ：治疗组在治疗／-t'zt程中未 出现过敏反 

应及 明显 的副作用 ，对 照组 出现2例 胃肠道不适反 

应 ，改用头孢类药物 。治疗前后肝肾功能无明显变 

化 ，全部观察病例均治愈。 

4 讨 论  

急性 支气管炎是 由感染、物理 、化学刺激或过 

敏等因素引起的支气管黏膜的急性炎症。临床主要 

表 现为 咳嗽和 咳痰。常见于寒冷季节或天气突变 

时节 ，也可由急性呼吸道感染迁延而来。急性支气 

管炎现治疗均选用抗炎 、化痰药 ．一般使用抗生素治 

疗 ，症状可缓解 ，但咳嗽、咳痰易复 ，其副作用较多。 

金荞 麦 ，俗称 “野荞 麦”，也称 “铁脚将军 草”。 

金荞麦片 由天然植物提 取，不寒而清热 ，性平 而解 

毒 。驱邪 而不损阴阳【I】，扶正而不乱虚实 冈。药理作 

用研究证明，金荞麦对炎症的治疗有双重作用 ：①该 

药具有确切的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激发巨噬细 

胞的吞噬能力，增强免疫球蛋 白的中和毒素能力 [sl， 

通过抑制、消灭、减毒而达到控制病源的 目的；②动 

物实验证 明【4】，该药有明显 的改善病 变局部组织 毛 

细血管的通透性 ，防止炎性渗 出，并能使局部的血运 
增加 ，血流通畅，促进炎症吸收的作用嘲，对呼吸道感 

染和肠道感染的炎症 ，特别是对抗生素耐药、治疗效 

果不佳的患者疗效显著 ，毒副作用少，安全可靠 嘲，可 

以降低其他抗生素长期大量使用带来的耐药性和副 

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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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瘀 ；柴胡疏肝理气解郁 ；黄芩清热燥湿 ；太子参 、 

女贞子益气养阴，清热固本 ；生甘草缓和诸药毒性 。 

大量实践证明，以上 中药有不同程度抗癌抑癌、抗菌 

消炎、提高机体免疫的功能 ，诸药共奏清热利湿 ，解 

毒散瘀 ，补气养 阴之功效。标本同治 ，故能达到治疗 

目的，且避免了西药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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