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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疗效分析
付  琳

（ 内江市中医医院眼科 ， 四川  内江  641100）

【摘 要】目的 ：探讨分析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96 例过敏性结膜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参照组和联合组 ，每组各 48 例。参照组采用盐

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的西医治疗方式 ，联合组患者则在参照组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进行中西

医联合治疗。用药 2周后 ，统计两组临床疗效 ，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以及泪膜破裂时间 (BUT)、角膜荧光素染色

(FL)等泪膜功能指标的变化。结果：联合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95.83%，高于参照组的81.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治疗前的 FL评分、BUT时间以及临床症状积分比较 ，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 ，两组的 FL评分和临床症状积

分均有所降低 ，BUT时间则明显延长 (P＜0.05)， 且联合组的 FL评分和临床症状积分均低于参照组 ，BUT时间均显著长于

参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过敏性结膜炎 ，能改善泪膜功能 ，提升其稳

定性 ，提升临床疗效 ，应用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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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结膜炎 （AC） 是临床常见的眼部过敏性疾病 ， 主要

是由于患者接触花粉、尘螨、真菌以及动物皮屑等变应原后

诱发的结膜变态反应 [1]。AC 患者由于变态反应会出现结膜

充血、乳头增生 ， 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痒干涩 ， 有灼热感 ，

畏光 ， 喜流泪等 ， 病情相对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视物模糊 ，

视力降低 [2]。调查显示 ， 我国约有 23%的人群有过AC病史 ，

其中以中青年为主 [3]。AC 的发生 ， 给患者的日常工作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不便 ， 严重降低了其生活质量 [4]。常规的西医治

疗中主要通过抗组胺药物及肥大细胞稳定剂改善结膜的变态

反应 ， 但是单独治疗的效果不佳 ， 往往反复发作 ， 且存在一

定的不良反应 [5]。有研究发现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中医

干预技术 ， 能提高 AC 的治疗效果 [6]。中药超声雾化是一种

现代化的中医治疗技术 ， 能将中药组方中的有效成分通过雾

化喷雾的方式到达病变部位 ， 起到相应的疾病防治作用 [7]。

本次研究就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 AC的临床疗效进行

了分析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96 例过

敏性结膜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参照组

和联合组 ， 每组各 48 例。对照组中男性 26 例 ， 女性 22 例 ，

年龄 18-55 岁 ， 平均年龄 （34.5±5.1） 岁。病程时间 0.5-4.7

年 ， 平均 （2.1±0.5） 年。联合组中男性 27 例 ， 女性 21 例 ， 年

龄 19-57 岁 ， 平均年龄 （34.7±5.2） 岁。病程时间 0.4-4.5 年 ，

平均 （2.0±0.4） 年。两组的基线资料相比 ，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0.05）。

病例纳入标准 ：（1） 符合过敏性结膜炎的中西医诊断标准 ，

均为双眼发病；（2） 年龄 16-60 岁；（3） 中医辨证属于湿热夹

风证；（4） 自愿参与。

病例排除标准 ：（1） 存在严重的脏器功能障碍；（2） 存在认

知功能障碍；（3） 合并其他类型结膜炎；（4） 近 6 个月有眼部

手术史者。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的西医治疗方式。盐

酸奥洛他定滴眼液 （S.A.Alcon Couvreur N.V.，H20181146， 规格

5ml， 批号 20200511） 的每次使用剂量为每只眼睛 1-2 滴 ， 每

日使用 2次。

联合组患者则在参照组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的基础

上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进行中西医联合治疗。中药组分 ：菊花、

金银花、苍术各 15g， 秦皮、防风、荆芥、苦参以及黄连各

10g、黄芩、薄荷以及甘草各 5g。将以上药物先加水熬成汤

剂 ， 然后采用纱布过滤留取滤液 ， 将滤液加入WH802 型超声

雾化器 （ 广东粤华 ） 中对双眼进行雾化治疗。每次雾化时间

在 20-30min 左右 ， 早晚各一次。

两组均用药 2周。

1.3 观察指标

用药 2周后 ， 统计两组临床疗效 ， 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

症状积分以及泪膜破裂时间 （BUT）、角膜荧光素染色 （FL） 等

泪膜功能指标的变化。临床疗效分为痊愈、显效、好转及无

效，其中痊愈为眼痒、流泪等症状消失，角结膜病变完全消退；

显效为相关临床症状显著改善 ， 角结膜病变明显减少 ， 好转

为相关临床症状有所减轻 ， 角结膜病变有所消退；否则视为

无效。总有效率 =（ 痊愈 + 显效 + 好转 ）/ 总人数 *100%。中

医症状积分主要包括目痒、异物感、畏光、流泪、干涩、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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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糊以及灼热感共 7个方面 ， 根据其严重程度采用 0-3 分

的正向计分制 ， 总分 21 分 ， 分值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BUT

采用荧光素试纸接触下眼睑睑缘 ， 嘱患者眨眼数次后 ， 在裂

隙灯的钴蓝色光下记录其从末次瞬目至角膜出现首个黑斑的

时间 ，取三次测定的平均值 ，≤ 10s意味着泪膜稳定性不佳。

FL则在荧光素染色角膜后 ， 在裂隙灯的钴蓝色光下进行评估

其四个象限的着染情况 ， 分值总分 12 分 ， 分值越高则角膜上

皮着染越严重 ， 即破损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 ，计量数据以（x±s）

表示 ， 以 t 分析 ， 计数数据以 （%） 表示 ， 以卡方分析 ，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95.83%， 高于参照组的

81.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两组的临床疗效评估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参照组 48 6（12.50） 15（31.25） 18（37.50） 9（18.75） 39（81.25）

联合组 48 11（22.92） 21（43.75） 14（29.17） 2（4.17） 46（95.83）

x2 值 5.031

P 值 ＜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积分及泪膜功能相关指标的变化

两组治疗前的 FL 评分、BUT 时间以及临床症状积分比

较 ， 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后 ， 两组的 FL 评分和临床症

状积分均有所降低 ，BUT 时间则明显延长 （P＜0.05）， 且联合组

的 FL 评分和临床症状积分均低于参照组 ，BUT 时间均显著

长于参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3  两组患者泪膜功能相关指标的变化（x±s）

组别 时间 临床症状积分 （ 分 ） FL 评分 （ 分 ） BUT 时间 （s）

参照组 （n=48）
治疗前 13.85±3.03 8.29±1.14 3.59±0.76

治疗后 9.56±2.40 7.14±0.92 6.16±0.93

t 值 7.689 5.439 14.825

P 值 ＜0.05 ＜0.05 ＜0.05

联合组 （n=48）
治疗前 13.91±3.09 8.32±1.17 3.42±0.79

治疗后 6.41±1.17# 5.38±0.83# 9.78±1.06#

t 值 15.726 14.199 33.331

P 值 ＜0.05 ＜0.05 ＜0.05

注 ： 与参照组同期相比 ，#P＜0.05。

3 讨论

AC 是眼科常见病 ， 随着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的不断恶

化 ，AC 的发病率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8]。AC 患者由于结

膜炎性反应 ， 出现结膜水肿充血 ， 损伤结膜上皮细胞 ， 破坏

其生理功能。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是临床治疗 AC的常用药

物 ， 它具有肥大细胞稳定剂及组胺H1- 受体拮抗剂的功效 ，

对于变态反应造成的眼痒眼红等相关症状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但是部分患者效果不够理想[9]。中医理论认为AC属于“眼

内风痒症”的范畴 ， 其发病主要是由于脾肺不固 ， 湿热蕴积

加上风邪侵袭造成的 ， 其治疗宜疏风去邪 ， 清热除湿 [10]。本

次研究的组方由菊花、金银花、苍术、秦皮、防风、荆芥、

苦参、黄连、黄芩、薄荷以及甘草等中药组成 ， 其中防风、

荆芥是祛风解表的圣品 ， 具有祛风、除湿、止痒的功效 ， 药

理学研究显示 ， 防风、荆芥中的多糖等有效成分具有抗炎、

抗过敏的作用 [11]。菊花、金银花两者皆能清热解毒；黄芩和

黄连苦寒 ， 薄荷辛凉 ， 三药合用 ， 可善清利头目 ， 对于目病风

热之症应用广泛。研究显示黄芩中的黄芩素对各类变态反应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2]。苦参、秦皮与苍术配伍可燥热祛湿 ，

除此以外秦皮还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 对目赤肿痛有较高的治

疗效果。以上药物合用 ， 加以甘草调和后能共奏清热解毒、

散风除湿、清利头目、止痒抗炎的功效 [13]。而采用以上组方

制成药液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 中药外治 ， 可将药液化成细小

的雾状颗粒 ， 持续雾化作用于眼部 ， 能达到较高的局部药物

浓度 ， 渗透角结膜 ， 缓解相关炎性症状 [14]。此外采用雾化吸

入时的气流熏蒸及冲击 ， 不仅能湿润眼表 ， 改善眼部干涩灼

热感 ， 还能提升眼部血液循环 ， 有助于眼表微环境和泪膜功

能的修复。本次研究中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的联

合组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参照组 （P＜0.05）， 且联合组治疗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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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评分和临床症状积分均低于参照组 ，BUT 时间均显著长于

参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果与万金兰等 [15] 的

研究结论一致 ， 显示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 AC， 能

改善泪膜功能 ， 提升其稳定性 ， 促进临床症状的改善 ， 提升

临床疗效。

综上 ， 采用中药超声雾化联合西医治疗 AC， 能改善泪膜

功能 ， 提升其稳定性 ， 提升临床疗效 ， 应用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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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6 页）经有效实施后 ， 患者诊疗期间身心状态能

够得到的有效改善 ， 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经络运行等恢复

正常 ， 阴阳保持平衡 ， 同时抑制外在因素对其生理机能、病

情等方面影响性 ， 有助于患者疾病康复 ， 具备较高实施价值

及开展意义。

8 结语
中医护理是临床中结合中医观念所诞生的护理方式 ， 随

着现今临床对中医技术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 其疾病诊疗、干

预作用等优势性得到了充分重视及广泛应用 ， 中医理论传承

与创新使促进中医领域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过程 ， 通过不断探

索 ， 同时遵循时代发展需求 ， 能够使中医理论对疾病诊疗、

干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将中医理论带入至中医护理当中，

引导护理人员建立正确中医理论认知 ， 从专业角度完善其护

理操作技能 ， 增进护理人员中医理论知识储备 ， 以此能够辩

证给予患者护理措施 ， 对其做有效干预 ， 从而使临床护理干

预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 保障护理质量 ， 减轻患者疾病痛苦

感受、改善其体质状态 ， 增进临床诊疗实施效果 ， 存良好护

理干预作用 ， 同时促进中医理论传承 ， 使其作用及临床应用

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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