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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区不同年代儿童哮喘病历资料变化分析

李云，王涛，黄寒，易红玲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年代儿童哮喘相关病历资料的变化。方法　病例选择：早期病例为第１组，时间
从１９８６年５月起后２００份病历，近期病例为第２组，从２００６年５月份向前推２００份病例，两组病例时间跨度２０
年。结果　①哮喘伴发其他过敏症及相关的过敏因素变化：哮喘儿童伴过敏性鼻炎者，第１组过敏性鼻炎６７例
（３３．５％），第２组１２８例（６４．０％）。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运动性哮喘、药物过敏、对刺激性气味的过
敏者增多，两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Ｐ＜０．０５）。食物过敏，湿疹、荨麻疹、变应原皮试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②
复诊患者数的变化与治疗疗效的变化：在复诊的病例中，第１组为２９例，占１４．５％，第２组中有１１２例进行了复
诊，占５６．０％，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１）。结论　 哮喘病历资料显示２０年来与哮喘有关的其他过敏症增
加。哮喘患者的复诊病例数增加，复诊数的增加与近年来笔者采用的吉纳方案治疗儿童哮喘有关，体现了吸入糖

皮质激素治疗有较好的疗效及良好的依从性。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０７，９（６）：５４０－５４２］
［关　键　词］　哮喘；过敏症；吸入糖皮质激素；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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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是儿科常见病，我科自１９８６年５月
开设小儿哮喘门诊以来，至今已诊治数千例患者，其

中有３５００多份在架病例，为了解不同年代小儿哮
喘的诊治变化，将开诊初始的病例与近两年来诊治

的病例作对比，现报告如下。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全部病例来自于儿科哮喘专科门诊，符合儿童

支气管哮喘的诊断［１］。病例选择：早期病例从１９８６
年５月起后２００份病历，为第１组，收集病例时间跨
度１年９个月。近期病例为２００６年５月份向前推
２００份病例，为第２组，收集病例跨度１１个月。两
组病例收集资料为我科首诊建档后３个月以上。两
组病例时间跨度２０年。全部病历首页为表格式，复
诊时病历按病情及治疗实际情况记录。

１．２　一般资料
两组资料中第１组患者男为１２７例，女７３例。

男∶女比例为２．０２∶１；第２组男为１３６例，女６４例。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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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比例为２．１∶１。年龄为３～４岁。第１组平均
年龄为 ６．０±３．０岁；第２组平均年龄为 ６．４±２．８
岁，两组之间年龄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两组病程
范围为２月至１１年。第１组为３．４±２．４年，第２组
为２．８±２．５年，两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总结，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包
进行数据统计，ｔ检验与卡方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哮喘年患病日的变化
在所观察的患者中年患病日第 １组为 １０～

３６５ｄ，平均７８．８±６６．０ｄ；第２组年症状日为７～
１８０ｄ，平均为４４．７±３１．８ｄ（ｔ＝４．６５１，Ｐ＜０．０１）。
两组的病程：第１组为３．４±２．４年，第２组为２．８±
２．５年，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的显著性（ｔ＝
０．８５６，Ｐ＞０．０５）。
２．２　哮喘与其他过敏症及相关因素及诱因的变化

运动性哮喘、药物过敏、对刺激性气味的过敏两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过敏性鼻炎中，第１组过敏
性鼻炎为６７例（３３．５％），第２组为１２８例（６４％）。
两组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食物过敏、湿疹、荨麻

疹、变应原皮试差异无显著性。见表１。
２．３　复诊病例数与治疗疗效的变化

两组的复诊的病例中，第 １组有 ２９例来院复
诊，占１４．５％，第２组有１１２例，占５６．０％，两组之
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χ２＝７５．４５，Ｐ＜０．０１）。
第２组复诊病例中，复诊的次数与患者年患病日有
关，年患病日在３１ｄ以上者为１０１例，其中复诊者
为７９（７８．２％）例；年患病日在３０ｄ以下者为９９例，
其中复诊者为３３（３３．３％）例。两者之间差异有显
著性（χ２＝４０．８８，Ｐ＜０．０１）。第１组缓解期治疗主
要以非特异性治疗及减敏治疗为主，第２组缓解期
治疗以吸入糖皮质激素为主。治疗３个月后，第１
组基本控制（指１～２次轻度咳嗽而无气喘发作者）
为３７．９％（１１／２９例）；第２组占８３．０％（９３／１１２例），
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χ２＝２４．２１，Ｐ＜０．０１）。

３　讨论

支气管哮喘属Ｉ型变态反应性疾病。根据近年
来国内外儿童哮喘的流行病学调查，该病的发病率

不断上升［２］，通过不同时期哮喘临床资料的前后对

比，发现与哮喘相关的其他过敏症及相关因素病例

数增多。两组资料中，第２组运动性哮喘、药物过
敏、过敏性鼻炎等过敏症增加，其中又以过敏性鼻炎

发病率最高。目前认为引起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增高

的因素与空气污染有关［３，４］，尤其是城市中汽车排

出的微粒增多有关［５］。据湖南省历年统计年鉴资

料，长沙市２０年汽车增长了３２倍。药物过敏中，以
青霉素、头孢菌素等皮试阳性者为多，药物过敏的增

加显然与近年来抗生素广泛应用有关。第１组中有
２例为服用磺胺药后皮疹，有２例患者因用退热药
物引起诱发哮喘。对刺激性气体诱发哮喘者，以油

漆、油烟过敏比例较高。变应原皮试检查由于早年

的皮试采用皮内注射法，而目前采用的方法为皮肤

点刺法，两者之间无可比性。湿疹中主要记录过去

史中的婴儿湿疹，患病率无显著增加，原因不明，推

测与近２０年来倡导母乳喂养有关［６，９］。发病诱因

中，可以追问到有毛细支气管炎者第１组为４６例，
第２组为４１例。第２组中有支原体感染后诱发哮
喘者有１４例。食物过敏以牛奶与鸡蛋过敏及海产
食物过敏为主。

我国的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哮喘的发病率近

年来不断增加，国内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１０年哮
喘儿童的发病率较前上升了６４．８％［２，６］，说明儿童过

敏症的增加与哮喘的患病增加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复诊病例数增加体现了哮喘患者接受治疗观念

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药物治疗的可行性。第

１组复诊者为２９人，第２组复诊者为１１２人，与 ２０
年前比较，复诊病例数明显增加。差异有非常显著

性意义。第１组病例中，患者控制症状的药物主要
为氨茶碱，而预防用药多采用非特异性免疫，如卡介

苗素、脂多糖、酮替芬等药物，年龄较大者采用皮内

减敏治疗，多缺乏系统的治疗方案。第２组按国际
吉纳方案治疗，缓解期主要采用吸入糖皮质激素治

表１　两组的相关因素及诱因 例（％）

分组 运动性哮喘 过敏性鼻炎 药物过敏 食物过敏 刺激性气体 荨麻疹 湿疹史 变应原皮试 家族过敏史

第１组 １７（８．５） ６７（３３．５） １４（７．０） １５（７．５） ５（２．５） ２４（１２．０） ５８（２９．０） １３３（６６．５） ５５（２７．５）
第２组 ３３（１６．５） １２８（６４．０） ２７（１３．５） １７（８．５） １７（８．５） ２０（１０．０） ７５（３７．５） １３５（６７．５） ４６（２３．０）
χ２ ５．５８１ ３７．２３３ ４．５９３ ０．１３６ ６．９２６ ０．４０９ ３．２５５ ０．０４５ １．０７３
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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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临床症状控制与基本控制占 ８３．０％（９３／１１２
例），较第１组３７．９％（１１／２９例）明显增高，差异有
非常显著性。本组资料还观察到，第２组资料中复
诊病例与患者的年患病日差异有显著性，年患病日

在３１ｄ以上者为１０１例，复诊者为７９（７８．２％）例；
年患病日在３０ｄ以下者为９９例，其中复诊者为３３
（３３．３％）例。说明复诊率还与患者的年患病日有
关。在第２组哮喘患者中，病程与第１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但年平均有症状日较第１组少，有显著性
意义。推测第２组年患病日的减少与就诊前有效治
疗及吸入糖皮质激素有关，如第２组有３２例进入我
科门诊治疗之前已在外院应用糖皮质激素吸入治

疗。此也与近年来医护人员防治哮喘的知识水平不

断提高，控制症状的药物及预防用药已较广泛应用于

临床，有较控制了哮喘症状及防止哮喘的发作［８］。

哮喘病历资料显示２０年间哮喘有关的其他过
敏症相应增加［１０］。哮喘患者的复诊病例数增加，与

近年来我院采用吉纳方案的治疗儿童哮喘有关，也

体现了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有较好的疗效及良好的

依从性［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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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届全国儿童康复暨第十届全国小儿脑瘫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拟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１日～１５
日在广州市召开“第三届全国儿童康复暨第十届全国小儿脑瘫学术会议”。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就儿童康复有

关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并组织到广东、香港、澳门相关机构观摩学习。现将征文事宜通知如下：

１．征文内容：（１）脑瘫康复：小儿脑瘫的基础与临床研究；（２）高危新生儿的早期干预；（３）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研究
（多动症、孤独症、抽动症等的治疗与干预）；（４）儿童智力障碍康复与教育：智力低下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智力障碍的教
育与康复等；（５）儿童听力语言康复与教育：聋儿教育康复研究，言语矫治、听力检测的相关研究、人工耳蜗术后康复、助
听器验配技术相关研究、聋儿佩戴助听器后的康复研究；（６）其他非感染性小儿神经系统疾病的防治与康复研究。
２．征文要求：（１）论文内容要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２）未在国内公开发表；（３）３０００字以内的全文及８００

字以内的摘要各１份。摘要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格式撰写。另附１００字左右的第一作者简历；（４）论文可通过电
子邮件或邮寄方式投送，请注明“会议征文”，请同时投送陈旭红邮箱ｃｘｈ６９＠１２６．ｃｏｍ、唐木得邮箱 ｔａｎｇｍｕｄｅ＠１２６．ｃｏｍ。
通过邮局投稿时请附软盘，邮寄地址：５１００５５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２号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陈旭红
收；（５）论文截止日期为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６）无论文者也可参加会议；（７）参会者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８）咨询
电话及联系人：０２０－８３８６５２２５，陈旭红；０２０－８３８１９３３５，唐木得。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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