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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双解止泻颗粒治疗轮状病毒肠炎疗效观察
　　　　　　　　　　　　　　　　　　　　　　　　　　　　　　　　　　　　栾绍唐①

　　【摘要】　目的：探讨小儿双解止泻颗粒治疗轮状病毒肠炎的疗效。方法：将 95 例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 45 例和对照组 50 例，两组均给予常

规液体疗法、利巴韦林、思密达、金双歧治疗，治疗组加用小儿双解止泻颗粒，比较两组的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7.78%，对照组为

68.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4.64，P<0.05)。结论：小儿双解止泻颗粒治疗轮状病毒肠炎疗效明显，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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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状病毒是秋冬季婴幼儿腹泻最常见的病原，易造成流行，

对婴幼儿的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目前，对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尚

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2009 年 10月-2010 年 3月笔者所在医院

治疗45 例轮状病毒肠炎患儿，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小儿双解

止泻颗粒进行治疗，并设立对照组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95 例患儿，男 48 例，女47 例，其中 3~6 个月23 例，6~12

个月37 例，12 个月~2 岁 35 例；伴发热 27 例，偶咳、流涕19 例，

呕吐46 例；无脱水 54 例，轻度脱水 32 例，中度脱水 9 例。初

次就诊时病程均为1~2 d，大便 5~10 余次，性状均为黄色水样或

蛋花汤样，无粘液及脓血，无腥臭味。大便轮状病毒检测阳性，

大便常规检查无红细胞及脓细胞，白细胞 0~2 个 /HP。所有患者

进行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50 例，治疗组45 例。

两组患儿病程、伴随症状、年龄、性别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儿均常规给予液体疗法、利巴韦林、金双歧和思密达

治疗，治疗组加用小儿双解止泻颗粒 ( 内蒙古惠丰药业有限公司

生厂 ) 治疗，3~12 个月婴幼儿 2 g/ 次，12~24 个月4 g/ 次，口服，

3 次 /d。治疗 3 d 后进行疗效观察。

1.3　疗效评价标准 

　　显效：治疗 72 h 内粪便性状及次数恢复正常，全身症状消失；

有效：治疗 72 h 内粪便性状明显好转、次数减少，全身症状明

显改善；无效：治疗 72 h 后粪便性状、次数及全身症状无好转，

甚至恶化。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对照组，显效 21例，有效 13 例，无效 16 例，

总有效率为 68.00%。治疗组，显效 25 例，有效 14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为 86.67%。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4.64，P<0.05)。两组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3　讨论

　　轮状病毒是婴幼儿腹泻最主要的病原之一，1973 年澳大利

亚学者首先发现，我国于1978 年在北京首先在秋季腹泻患儿粪

便中用免疫电镜检出轮状病毒，阳性率达 83.8%[1]。轮状病毒侵

入肠道后，在小肠绒毛顶端的柱状上皮细胞上复制，使细胞发

生空泡变性和坏死，其微绒毛肿胀，排列紊乱和变短，受累的肠

黏膜上皮细胞脱落，遗留不规则的裸露病变，致使小肠黏膜回吸

收水分和电解质的能力受损，肠液在肠腔内大量积聚而引起腹泻。

新近的研究表明：轮状病毒的非结构蛋白 4(NSP4) 与发病机制关

系密切。NSP4 是具有多种功能的液体分泌诱导剂，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发挥作用：作用于固有层细胞，激活 Cl- 分泌和水的外流；

改变上皮细胞的完整性，从而影响细胞膜的通透性；本身可能形

成一个通道或是激活一种潜在的 Ca2+ 激活通道，导致分泌增加；

通过旁分泌效应作用于未感染的细胞，扩大了被感染黏膜上皮细

胞的感染效应；直接作用于肠道神经系统 (ENS)，产生类似于霍

乱毒素引起的腹泻 [2]。

　　小儿双解止泻颗粒的主要配方为黄苓、升麻、葛根、车前草、

地锦草及诃子，味甜，几种中药都具有一定的抗病毒、细菌、解热、

镇痛、抗炎症反应及解痉作用，其中车前草还具有抑制胃肠液体

分泌的作用，诃子具有收敛止泻作用。药效学试验结果显示，小

儿双解止泻颗粒可抑制皮下注射新斯的明所致小鼠肠运动功能亢

进；延长番泻叶所致腹泻模型小鼠的腹泻潜伏期，减少番泻叶及

轮状病毒粪便所致腹泻模型小鼠粪便排出量；对饮食不调所致的

小鼠小肠吸收功能降低具有改善作用；能够使腹腔注射醋酸及

热板刺激所致小鼠痛阈提高；对内毒素致家兔发热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能够降低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度及注入蛋清致大鼠足

肿胀；对感染痢疾、大肠、变形杆菌小鼠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文

中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要高于对照组，且此药物服用时口感好，

易被患儿接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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