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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克肟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效果观察
石  兰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呼吸内科  广西百色  533400）

摘要：目的　研究头孢克肟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反复呼吸道

感染的患者90例，对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45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头孢克肟治疗，

观察组45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匹多莫德治疗。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以及各项免疫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在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时，在对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头孢克肟联合匹多莫德

治疗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能够得到快速改善，免疫能力能够得到快速增强，治疗有效率显著提升，是一种较

为理想的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治疗方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头孢克肟　匹多莫德　反复呼吸道感染　患者　效果

中图分类号：R7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87（2018）13-022-02

反复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反

复发作，很难彻底治愈，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都会造成较大

的不良影响。研究发现，反复呼吸道感染与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紊乱

存在着较大的关系，如何加强对患者的治疗成为临床上比较重视的研

究课题。为了研究头孢克肟联合匹多莫德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的

效果，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反复呼吸道感染的

患者 90 例，对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将所有患者平

均分为两组，分别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头孢克肟和联合头孢克肟与

匹多莫德治疗，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8 年 1 月于我院接受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患

者 90 例，对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将所有患者平均

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45例，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 21岁 -69 岁，

平均年龄（45.1±2.3）岁，病程2个月-6个月，平均病程（4.1±1.2）

个月，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头孢克肟治疗，观察组 45例，男 23例，

女 22 例，年龄 20 岁 -68 岁，平均年龄（44.9±2.1）岁，病程 2 个

月 -7 个月，平均病程（4.2±1.3）个月，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

匹多莫德治疗。所有患者均符合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诊断标准，出

现反复复发现象，排除对相关药物过敏的患者，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以及合并其他先天性疾病的患者，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均衡可比（p

＞ 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入院之后均给予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

联合头孢克肟胶囊（生产厂家：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H53021993）治疗，让患者每日服用2次头孢克肟胶囊，

每次 0.1g。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联合匹多莫德胶囊（生产厂

家：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90359）

治疗，在服用头孢克肟基础上，让患者每日服用匹多莫德胶囊 2 次，

每次 0.8g。对所有患者均进行两个月的治疗，治疗前后对所有患者的

相关免疫指标进行检测，观察患者的临床症状、肺部体征改善情况以

及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对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肺部体征消失时间以及各项免疫指标进

行观察与检测。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基

本消失，半年内未出现复发现象；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

有所改善，复发次数明显减少；无效：患者接受治疗后的临床症状和

肺部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有加重迹象，仍然出现反复发作。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用SPSS18.0软件包处理，p＜0.05来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以及各项免疫

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表

2与表 3。

表 1：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的对比

组别
例数

（n）

显效

[n(%)]

有效

[n(%)]

无效

[n(%)]

总有效率

[n(%)]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45

45

29（64.44）

21（46.67）

14（31.11）

13（28.89）

2（4.44）

11（24.44）

43（95.56）

34（75.56）

2.049

＜ 0.05

表 2：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的对比

组别 例数（n） 退热时间（d） 止咳时间（d） 肺部体征消失时间（d）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45

45

2.58±0.82

6.53±0.96

1.785

＜ 0.05

5.02±0.81

10.89±1.72

2.816

＜ 0.05

4.42±0.65

9.73±1.21

1.186

＜ 0.05

表 3：两组患者各项免疫指标的对比

组别
例数

（n）

IgG

（ρg·/L）

IgA

（ρg·/L）

IgM

（ρg·/L）
CD4/CD8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45

45

14.38±0.62

12.15±0.27

1.048

＜ 0.05

2.73±0.26

0.99±0.18

1.853

＜ 0.05

1.96±0.24

1.34±0.19

0.715

＜ 0.05

1.63±0.37

1.14±0.19

0.604

＜ 0.05

3 讨论

反复呼吸道感染在我国的发病率非常高，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和生

态恶化的加剧，反复呼吸道感染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1]。反复呼吸

道感染主要原因为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同时与患者免疫力低下也

存在着较大的关系，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除了对患者进行抗感染治

疗之外，还要加强对患者免疫功能提升的重视 [2]。

头孢克肟是第 3代头孢菌素，在杀灭革兰阴性菌和革兰阳性菌方

面效果显著，头孢克肟能够抑制转肽酶活性，增强细菌细胞壁自溶酶活

性，对细菌细胞壁的正常新陈代谢产生干扰，达到杀灭细菌的目的。头

孢克肟具有非常强的药学特性，采取口服方式能够达到较好的吸收效

果，药物的生物利用度非常高，方便患者的服用，提升患者对于用药

治疗的依从性 [3]。匹多莫德是一种合成性的胸腺二肽的新型免疫增强

剂，它能够对细胞产生自然杀伤，抑制单核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活

性，增强人体γ-干扰素和白介素 -2的释放，在人体不同免疫反应期

均能够发挥出相应的药理作用，对于提升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体液

免疫功能以及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具有较强的提升作用 [4]。头孢克肟

与匹多莫德联合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不仅能够达到抗感染

的效果，而且能够显著增强患者的免疫力，充分发挥出药物的协同作

用，增强对患者的治疗效果 [5]。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观察组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消失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各项免疫指标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在对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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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满意 22 例、比较满意 19 例、不满意 3 例）；而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为 72.73%（非常满意 16 例、比较满意 16 例、不满意 12 例），组间

对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χ2=6.51，P=0.01）。

表1：两组患者洗胃时间、洗胃液体量与患者意识恢复时间对比（χ±s）

组别（n=44） 洗胃时间 /min 洗胃液体量 /L 意识恢复时间 /h

研究组 30.12±5.02 11.58±1.22 5.78±2.11

对照组 41.55±4.84 18.85±2.43 9.84±3.06

t 4.37 10.44 3.56

P ＜ 0.01 ＜ 0.01 ＜ 0.01

3 讨论

有机磷中毒为临床常见的急性中毒事件，患者在中毒后，病情发

展迅速，尤其是重症有机磷中毒患者，极易诱发呼吸衰竭、肺水肿等

严重疾病，给患者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危险 [4]。为此，及时进行急诊抢

救是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的关键，但在开展急诊抢救过程中，配合有效

的护理措施，则是保证各项抢救环节有效开展的关键。

而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急救护理流程在急诊有机磷中毒患者中

的应用进行探讨，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抢救成功率（95.45%）高于

对照组（81.82%），而在洗胃时间、洗胃液体量和患者意识恢复时间

等方面，研究组亦优于对照组（P ＜ 0.05）。综合上述结果表明，急

救护理流程对于缩短患者洗胃时间、促进患者意识恢复、提升临床治

疗效果具有积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常规护理流程，急救护

理流程更强调“以患者为中心”，充分考虑有机磷中毒患者的生理与

心理特点，在生理上，通过建立专门的抢救小组，规范各项护理流程，

从而缩短患者救治时间，极大地减少了有机磷对患者机体造成的损害。

而鉴于患者病情的危重性和抢救的紧迫性，需要患者以及家属的全力

配合，但大部分患者与家属通常存在焦虑、紧张或恐惧等心理，往往

对急诊求救带来一定的阻碍 [5]。因此，通过急救护理中的心理护理流

程，能够减少患者及家属心理负担，避免不良情绪对治疗带来的影响。

而通过对本次研究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观察发现，研究组护理满意

度（93.18%）明显高于对照组（72.73%）（P ＜ 0.05），表明急救护

理流程在机制很有机磷中毒患者的应用中，患者家属认可度更高。

综上所述，应用急救护理流程对有机磷中毒患者实施护理，有助

于提高患者抢救成功率，缩短洗胃时间与患者恢复时间、患者家属认

可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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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对患者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取头孢克肟联合匹多莫德治疗

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肺部体征能够得到快速

改善，免疫能力能够得到快速增强，治疗有效率显著提升，是一种较

为理想的反复呼吸道感染患者治疗方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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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时间较短（P ＜ 0.05），而两组死亡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力的改善效果（P＜ 0.05）。

综上所述，针对脑梗死溶栓治疗患者，采用急性护理途径治疗，

可加快患者康复速度，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神经

功能缺损症状，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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