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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治疗中抗过敏药物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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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和探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抗过敏药物的应用方法和效果。方法：选择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呼
吸内科接受治疗的 90例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2组，各 45 例。对照组行安慰剂治疗，观察组行抗过敏药物
治疗。对两组的治疗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91.11%，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2.22%，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0.05）。结论：抗过敏药物应用于支气管哮喘治疗中，可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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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体内的一种变异反应，多由外界变应原引

起，可引发患者体内肥大细胞、T 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增
多，继而导致患者出现气道高反应性，具体的临床症状则表现
为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性咳喘、胸闷等。抗胆碱能类药物、β2 
受体激动剂、糖皮质激素是治疗支气管哮喘的常用药物，尤其
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最为常见，但长期用于不仅患者的依从性不
够，且还存在药物较贵、不良反应较多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指
出

[1]
，合理有效地使用抗过敏药物，可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继而提高治疗效果。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文特以 90 例支气
管哮喘患者为例进行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0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院呼吸内科接受治

疗的 90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2组，各
45 例。观察组：男 32 例，女 13 例；年龄 17-39 岁，平均
（25.38±4.37）岁。对照组：男 31 例，女 14 例；年龄 18-39
岁，平均（25.47±6.62）岁。所有患者均为轻中度支气管哮
喘，其中中度支气管哮喘 23 例，轻度支气管哮喘 67 例。两
组均排除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及其它严重的心肺疾病患者。
两组一般资料可比较，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行安慰剂治疗，安慰剂的外观与观察组用药一致，主

要成分是普通淀粉。观察组行抗过敏药物治疗，使用北京天衡
药物研究院南阳天衡制药厂生产的盐酸左西替利嗪片（国药准
字 H20060677），每天服用 1次，1次一片，一片 5mg。两组均
于每天晚饭30min后口服。连用3周，并观察和记录应用效果。 

1.3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2008年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和2006年版全球哮

喘防治创议，支气管哮喘的疗效评价标准为：肺功能正常，无
症状，白天活动不受限制，为显效；肺功能正常，白天轻度活
动不受限制，每周哮喘症状不超过3次，为有效；肺功能低于
正常水平，白天症状明显，活动受限，夜晚症状加剧，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计量资料（ sx  ）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5 16 25 4 91.11（41/45） 

对照组 45 3 7 35 22.22（10/45） 

x
2
 - - - - 62.070 

P - - - - 0.012 

3 讨论 

支气管哮喘又名哮喘，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及细胞组

分参与的慢性气道炎症，此种炎症常伴随引起气道反应性增

高，导致患者气道变窄、年夜分泌增多、支气管平滑肌收缩、

血管通透性增高，具体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和

（或）咳嗽症状，多在夜间和（或）凌晨发生，此类症状常伴

有广泛而多变的气流阻塞，可以自行或通过治疗而逆转。哮喘

的症状很多因素会诱发支气管哮喘，包括过敏性诱发因素(尘

螨、食物、霉菌、花粉、动物毛皮屑等)，非过敏性诱发因素(运

动、病毒感染、冷空气、烟雾、空气污染、吸“二手”烟、阿

司匹林等药物)。有过敏性疾病/哮喘家族史、过敏性鼻炎病史、

过敏性皮肤病史人群，更可能得支气管哮喘
[2]
。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支气管哮喘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 3 亿人身患支气管，我国约有

3000 万病人。支气管哮喘病情易反复，病程长，很难治愈，

但可以通过哮喘管理来减少和预防哮喘发作，长期有效地治

疗可使绝大部分病人能够正常生活工作。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是治疗和控制支气管哮喘首选药物，但存在着不良反应多的

问题，影响支气管哮喘长期治疗效果。在本次研究中，行抗

过敏治疗的观察组，其治疗有效率为 91.11%，显著高于行安

慰剂治疗的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 22.22%，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提示对于轻中度支气管哮喘患者，科学

合理地使用抗过敏药物，可有效提升治疗效果
[3]
。 

抗过敏药物又称为抗组胺药物，该药物可拮抗组胺受体，

继而降缓炎性介质如白三烯、组胺的释放，促进或抑制嗜酸

粒细胞表达组织抑制物，实现气道高反应性的改善，缓解气

道受到的变应原刺激，最终达到缓解症状、扩张支气管、降

低血管通透性的目的。与前几代抗组胺药物相比，目前使用

的为抗组胺药物不仅疗效显著提升，且药物副作用也得到了

显著降低，极大地提升了用药的安全性
[4]
。 

值得注意的是，支气管哮喘的长期治疗方案需要根据病情轻

重决定。目前吸入糖皮质激素仍然是中重度哮喘发作治疗的有效

而安全的首选药物，其局部作用强，负作用少，长期使用，仍然

利大于弊。患者应定期到医院衡量病情及确定药物和剂量，检查

气雾剂及准纳器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检查肺功能以判断哮喘是

否受到控制，只要这样才能尽快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中。 

综上所述，抗过敏药物应用于支气管哮喘治疗中，可显

著提升治疗效果，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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