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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儿科细菌性呼吸道感染采用药物治疗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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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分析在治疗儿童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的药物方案。方法：对我院儿科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5 月接收的 80
例细菌性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随机分组研究，研究组患儿（40 例）采用头孢克肟治疗；对照组患儿（40 例）采用阿奇霉素治疗，
对比两组患儿最终治疗效果。结果：研究组患儿临床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对患有细菌性
呼吸道感染的儿科患儿采用头孢克肟药物治疗效果更好，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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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患病时，家长并不能及时察觉，并且
该疾病治愈时间相对较长，临床中针对该疾病的主要预防措施
就是早诊断和早治疗。患儿发病期间需要尽量避免其接触过多
人群，避免交叉感染，同时患病期间尽量少食用甚至不食用油腻
和辛辣刺激性食物 [1]。目前，临床中治疗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
染疾病中大部分都是采用抗菌药物法治疗，常见的药物就是头
孢类抗菌药物。基于此，本人针对临床儿科细菌性呼吸道感染
疾病治疗中的药物治疗方案进行详细分析，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的样本来源为我院儿科在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5 月接收的 80 例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患儿，在对其进行
随机分组后，不同组别基本资料如下 ：研究组（40 例）患儿中有
22 例女性患儿，18 例男性患儿，患儿年龄范围 3~7 岁，该组患
儿年龄均值为 5 岁，年龄均差为 2.47 岁 ；对照组（40 例）患儿
中有 25 例女性患儿，15 例男性患儿，患儿年龄范围 4~9 岁，该
组患儿年龄均值为 6.5 岁，年龄均差为 3.62 岁。所有患儿均存
在发热、头痛以及咳嗽等临床症状，经我院儿科诊断后确诊为小
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两组患儿基本资料对比 P>0.05，无统计
学意义，可以比较。另外，本次研究排除此次试验使用药物过敏
的患儿 ；排除非自愿参与本次试验的患儿。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使用阿奇霉素（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国药准字 H20063284）静脉注射治疗。医护人员先用注射用
水对阿奇霉素溶解，配制成 0.1g/ml，再加入至适量的生理盐
水中，最终的浓度在 1.0~2.0 g/ml，滴加时间在 3~4h 以内 ；
研究组患儿采用头孢克肟（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61203）静脉注射治疗，配置方法与对照组患儿相同，按照
儿童体重 50~100mg/kg/d，共计分 2~4 次给药。注意 ：给药前
进行灭菌处理。两组患儿均治疗 7d。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分为显效（患儿用药后咳嗽

发热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有效（患儿用药后咳嗽发热等临床
症状得到明显好转）、无效（患儿用药后临床症状无变化），总有
效率 =（总人数－无效人数）/ 总人数 ×100%。对比两组患儿
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包括患儿出现恶心、呕吐等。

1.4 数据处理
本次实验研究使用的统计学软件为 SPSS 20.0，计数资

料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对比用 [n(%)] 进行 χ2 检验，如，
P<0.05，说明统计学意义存在。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对比
经对比后发现，研究组患儿用药后临床治疗有效更高，

P<0.05 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

表 1  对比两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0 27（67.50%）12（30.00%）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0（50.00%）10（25.00%）10（25.00%） 30(75.00%)

χ2 - - - - 8.5375
P - - - - 0.0034

2.2 两组患儿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对比
两组患儿用药后均为出现不良反应，P>0.05，无统计学意

义。
3 讨论
细菌性呼吸道感染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近

年来儿童患有该疾病的概率逐渐增高。另外，如若患儿发病后
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容易导致患儿病情加重 [2]。大部分患儿出
现该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机体抵抗力下降，也有可能是外界入
侵造成，患儿发病后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发热及扁桃体发炎等。
因此，在治疗该疾病过程中主要是以抗炎为主。目前，临床中治
疗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方法就是药物治疗，常见的药
物就是抗生素，但是具体哪一种抗生素治疗该疾病更加有效还
尚未得到肯定。

头孢克肟属于第三代头孢菌素，该药物具有着良好的抗菌
谱，尤其是针对部分革兰氏阳性菌以及阴性菌更是有着良好的
抗菌活性，同时对于布兰汉式球菌以及流感杆菌等更有着较强
的抗菌作用 [3]。该药物的作用机制就是阻止细菌细胞壁合成，
作用特点会根据细菌种类情况存在差异。另外，该药物与青霉
素结合蛋白当中 PBP1 和 PBP3 有着极高的亲和性，在治疗细
菌性呼吸道感染疾病中有着良好效果。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两组患儿采用药物治疗后都未出现不
良反应，说明上述两种药物在治疗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疾病
中有着良好的安全性。但是，采用头孢克肟治疗细菌性呼吸道
感染的患儿临床治疗有效率更高，P<0.05，有统计学意义，这与
刘春莹和汪江梅 [4]（2020）对 67 例细菌性呼吸道感染患儿的
研究结果类似。

由此可见，采用头孢克肟治疗小儿细菌性呼吸道感染疾病
的临床效果更好，患儿用药后在未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下，有着
更高的治疗有效率，可以尽快帮助患儿恢复身体健康，因此值得
临床推荐和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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