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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联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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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小儿支原体肺炎采用阿奇霉素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联合治疗的效果。方法  选

择本院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收治的支原体肺炎患儿 100 例，依据治疗方案分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单独应用阿奇霉素治疗，实验组除阿奇霉素外，治疗中加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对比两组

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前，两组 CRP、IL-6、TNF-α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

组有更高的总有效率，更低的症状消除时间、住院时间、CRP、IL-6、TNF-α，差异显著（P<0.05），但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小儿支原体肺炎治疗时，阿奇霉素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联合应

用后，利于尽早消除发热、咳嗽等症状，使病程时间有效缩短，同时还能显著减轻炎症水平，促进患儿疾病

快速的康复，且患儿较少发生不良反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小儿支原体肺炎；阿奇霉素；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炎症因子；安全性

小儿支原体肺炎是一种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以 14 岁以下儿童为主要发病群体，引发原因为细

菌感染或病毒感染，可经飞沫传播［1］。小儿患该疾

病后，症状多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全身酸痛

等，如治疗未及时进行，病情会迅速进展，且脑膜

炎、心肌炎等疾病容易并发，严重威胁患儿生命安

全。目前，临床治疗小儿支原体肺炎时，药物治疗

为主要方法，多采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阿奇霉

素，此类药物虽有一定效果，但随着近年滥用抗生

素情况的加剧，不断增加致病菌的耐药性，导致降

低了药物疗效［2］。相关研究指出，支原体肺炎患儿

治疗期间，除阿奇霉素外，联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

钠后，不仅疗效能显著升高，且用药安全性也明显

增强［3］。本研究即采用阿奇霉素、头孢哌酮钠舒巴

坦钠共同治疗支原体肺炎患儿，取得较好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收治的支原体肺炎患儿 100 例，依据治

疗方案分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

中，男 33 例，女 17 例；年龄 7 个月 ~6 岁，平均

（3.14±0.63） 岁； 病 程 2~8d， 平 均（4.07±0.67）
d。 实 验 组 中， 男 31 例， 女 19 例； 年 龄 8 个 月

~6 岁，平均（3.20±0.65）岁；病程 2~9d，平均

（4.01±0.73）d。两组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1）符合诊断标准；（2）近 3 个月

未应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3）支原体病原

学检测阳性；（4）家属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1）药物过敏；（2）消化系统等伴

严重疾病；（3）因肺结核等相关疾病导致呼吸系统

器质性病变；（4）肺炎由支原体以外病原体导致；

（5）合并其他肺部疾病；（6）病情处于急性发作期。

1. 2      方法  对照组用阿奇霉素治疗，先使用注

射用阿奇霉素（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H20000426），剂量 10mg/kg，静脉

滴注，1 次 /d，连用 3d；之后改为使用阿奇霉素干

混悬剂（黑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H20057332），第 1d 时剂量 10mg/kg，第 2~4d 时剂量

减至 5mg/kg，用适量凉开水将药物冲开后让患儿口

服，1次 /d，一周期 7d，共进行 2个周期的治疗。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验组加用头孢哌酮钠舒巴

坦钠（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20598），

剂量 40~80mg/（kg · d），静脉滴注，等分为 2~4
次给药，如病情严重，需增加剂量，达到 160mg/

（kg · d），静脉滴注，等分为 2~4 次给药，连续用药

14d。
1. 3      观察指标  完成治疗后，评估临床疗效；

记录发热、咳嗽、肺部湿啰音消除时间，并记录住

院时间；观察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含恶心

呕吐、皮疹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 发生不良反应患

者例数 / 总患者例数 ×100%；观察血清炎症因子水

平变化情况，具体指标包含 C 反应蛋白（CRP）、白

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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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患儿 3mL 静脉血后给予离心处理，接着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检测，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 4      疗效判定 显效：治疗 3d 后显著改善发

热、咳嗽等症状，治疗 5d 后基本消除各症状，且明

显缩小肺部阴影，缩小幅度达到 60%~80%。有效：

治疗 5d 后显著改善发热、咳嗽等症状，治疗 7d 后

基本消除各症状，且明显缩小肺部阴影，缩小幅度

达到 60%~80%。无效：未达上述标准。总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

1. 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分析，平

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计量资料，利用 t 检

验，数（n）和率（%）表示计数资料，利用χ 2 检

验，P<0.05 表明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 1      疗效比较 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50 29（58.00） 18（36.00） 3（6.00） 47（94.00）

对照组 50 21（42.00） 19（38.00） 10（20.00） 40（80.00）

χ 2 4.332

P 0.037

2.  2      两组患者症状消除时间、住院时间比

较 实验组症状消除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

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症状消除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s，d）  

组别（n=50） 发热消除时间 咳嗽消除时间 肺部湿啰音消除时间 住院时间

实验组 2.99±1.14 7.02±1.74 4.93±1.35 7.74±1.30

对照组 4.73±1.16 9.84±1.92 7.24±2.11 10.42±2.71

t 6.766 6.883 5.832 5.639

P <0.001 <0.001 <0.001 <0.001

2. 3      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差异不 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皮疹 腹痛腹泻 恶心呕吐 总发生

实验组 50 0（0.00） 1（2.00） 1（2.00） 2（4.00）

对照组 50 1（2.00） 1（2.00） 2（4.00） 4（8.00）

χ 2 0.177

P 0.674

2. 4      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

两 组 CRP、IL-6、TNF-α 无 明 显 差 异（P>0.05）；
治疗后，实验组 CRP、IL-6、TNF-α 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4。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s）

组别（n=50）
CRP（mg/mL） IL-6（ng/mL） TNF-α（ng/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56.93±6.47 11.27±1.38 28.74±2.92 8.20±1.29 16.18±4.29 4.61±0.96

对照组 56.88±6.52 20.26±3.22 28.77±2.87 11.42±3.67 16.15±4.25 7.74±2.28

t 0.034 16.230 0.046 5.235 0.0314 8.002

P 0.973 <0.001 0.963 <0.001 0.975 <0.001

3    讨    论

支原体肺炎的主要致病原因为肺炎支原体感染，

但对于其具体发病机制，临床尚未完全明确，多认

为密切相关于自身免疫系统。当有异常发生于患儿

机体免疫系统应答中时，会导致机体被原核生物致病

菌侵入，促进过量的释放炎症因子，使炎症瀑布变态

反应发生于呼吸道细胞和组织，造成下呼吸道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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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烧、痉挛性咳嗽、喘息等症状表现出现［4］。小

儿患支原体肺炎后，如果相应治疗未能及时开展，随

着病情逐渐进展，各器官功能衰竭可能被诱发，导

致患儿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5］。因此，临床明确

小儿患该疾病时，抗感染、抗炎治疗要及时有效开

展，以使病情发展得到控制，并促进患儿预后改善。

研究发现，因无细胞壁结构，肺炎支原体并不

敏感于抑制病原体细胞壁合成类药物，如多粘菌素

类、磺胺类，所以小儿支原体肺炎治疗时主要采用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6］。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敏感于肺炎

支原体，且能对 DNA、RNA 复制做出有效的抑制，

阻碍病原体蛋白质合成，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7］。

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常用药物为阿奇霉素是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中较为常用的药物，其通过结合 50s
核糖体的亚单位、对抑制细菌转肽过程做出阻碍，

实现对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目的做出有效抑制。研

究发现，阿奇霉素对肺炎链球菌、厌氧菌，支原体等

敏感于多种致病菌，如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革兰阳性菌，流感嗜血杆菌、不动杆菌属等革兰

阴性菌非常敏感，厌氧菌，支原体等［8］。阿奇霉素

给药后，全身均有该药物的分布，血药浓度峰值在

2~3h 后达到，起效较为迅速，利于患儿各项症状尽

早的改善。但临床研究发现，单用阿奇霉素治疗时，

部分患儿并不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整体治疗效

果不佳［9］。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是一种复合制剂，包含头

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两种成分，前者其中头孢哌酮

属于为头孢类抗生素，为第三代药物，杀菌作用较

强，可将自溶酶有效激活，但容易被 β- 内酰胺酶

水解；钠舒巴坦钠属于后者为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

其能对头孢类抗生素水解做出抑制，且此种抑制不

可逆，避免 β- 内酰胺酶水解，确保将头孢哌酮作

用有效发挥水解；二者联合后，不仅头孢哌酮在舒

巴坦钠作用下稳定性增强，且显著升高抗菌效果，

高出单独头孢哌酮 4 倍［10］。本研究显示：（1）临床

疗效方面，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

阿奇霉素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联合后可进一步提

升治疗效果，这是因为二者联用显著增强了抗菌效

果；（2）症状消除时间及住院时间方面，实验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联合用药有助于缩短

病程，二者相互作用使抗炎、抗菌效果升高，让发

热、咳嗽等症状尽早的消除；（3）在不良反应方面，

两组发生率基本相当（P>0.05），说明头孢哌酮钠舒

巴坦钠加用后并不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4）在血

清炎症因子水平方面，实验组各指标水平显著低于

对照组（P<0.05），证明联合用药具有减轻炎症的作

用，阿奇霉素与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通过协同作用

的发挥，二者协同发挥药效让抗菌、抗炎效果显著

增强，继而使炎症水平更加明显的降低。

综上，小儿支原体肺炎应用阿奇霉素联合头孢

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时，患儿发热、咳嗽、肺部湿

啰音等症状能在用药后快速的缓解并消除，缩短病

程时间，同时可有效减轻炎症水平，促进疾病良好

的转归，让患儿尽早康复出院，减轻疾病对预后的

影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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