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婴世界
２０２２年１月　第３期 ·临床用药·

对比研究哌拉西林与头孢他啶对小儿肺炎的治疗效果

崔丽丽

（北大荒集团宝泉岭医院，黑龙江　鹤岗　１５４２１１）

【摘　要】目的：评估分析小儿肺炎采用哌拉西林与头孢他啶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２０年６
月～２０２１年６月于医院就诊的４８例小儿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电脑数字表分组模式划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２４例。对照组行头孢他啶治疗，观察组行哌拉西林治疗，对比两组各项临床指标。
结果：观察组呼吸系统相关临床症状、发热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小儿肺炎治疗中
采用哌拉西林疗效优于头孢他啶，可缩短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且用药安全性较高，可在各
级医疗机构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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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肺炎为典型肺部炎性病变，致病原因多为
细菌、病毒、衣原体等感染或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

等，患儿典型临床症状为咳嗽、气促、呼吸困难、发热

等，肺部存在湿罗音，经 Ｘ线检查可见小面积阴影，
部分重症患儿合并寒战、紫绀、谵妄等危重症状，并

可诱发心力衰竭等疾病
［１］。临床治疗小儿肺炎的关

键为杀灭病原菌，缓解临床症状，为此医师需依据患

儿病情特点选择适宜的抗菌药物治疗。头孢他啶为

典型 β内酰胺类广谱抗菌药物，哌拉西林为半合成
青霉素，关于二者临床应用效果仍存争议

［２］。本研

究选取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０２１年６月于我院就诊的４８
例小儿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哌拉西林、头孢他

啶治疗的临床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０２１年６月于
我院就诊的４８例小儿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电
脑数字表分组模式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２４
例。观察组男１３例，女１１例；年龄２～７岁，平均（４．
２８±１．３３）岁；病程１～９ｄ，平均（５．４２±１．０７）ｄ。对
照组男１４例，女１０例；年龄２～８岁，平均（４．３５±１．
２９）岁；病程１～８ｄ，平均（５．１９±１．０２）ｄ。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１）纳入标准：经胸部Ｘ线检查、实验室检查、症状
评估与《实用儿科学》中小儿肺炎诊断标准相符，无用药

禁忌，家长签署研究知情同意。（２）排除标准：合并免疫
功能障碍、血液疾病、先天性病变、药物过敏。

１．２　方法：两组均行基础性小儿肺炎治疗，医师依
据患儿临床症状行补液、抗感染、退热、止咳、祛痰等

治疗干预，并维持患儿机体酸碱与电解质平衡，给予

营养支持。对照组加用头孢他啶治疗，每日滴注 ２

次，共治疗７ｄ。观察组加用哌拉西林治疗，每日滴
注２次，共治疗７ｄ。
１．３　观察指标：统计两组咳嗽、气促、发热、肺部湿
罗音等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对比计两组用药

后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
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呼吸系统相关临床症状、发热消退时间及
住院时间比较：观察组呼吸系统相关临床症状、发热

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呼吸系统相关临床症状、发热消退时间及

住院时间比较（ｘ±ｓ，ｄ）

组别 例数
咳嗽

消失时间

气促

消失时间

退热

时间

肺部湿罗音

消失时间

住院

时间

观察组 ２４ ３．４２±１．２５２．４４±０．５７２．０５±０．４８３．９６±１．３８４．８３±１．２５
对照组 ２４ ５．０９±１．６８３．９２±１．０３３．８６±０．９４５．１９±１．５７６．４９±１．４８
ｔ ３．９０７ ６．１５９ ８．４０１ ２．８８３ ４．１９８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情况比较：两组用药后不良
反应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腹泻 皮疹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２４ １ １ ０ ２（８．３）
对照组 ２４ ２ １ １ ４（１６．７）
χ２ ０．７６１
Ｐ ０．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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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小儿肺炎属于儿科临床发病率较高的肺部炎性

病变，多发病与冬春季节。小儿受年龄等因素影响，

机体多器官未发育成熟，免疫力偏低，抵御外界病原

体能力不足，受外界环境等因素影响，极易合并小儿

肺炎。小儿肺炎患儿主要临床症状为气促、体温升

高、咳嗽等，部分患儿合并呼吸困难、三凹征、口唇发

绀等临床表现，如未能及时对症治疗干预可诱发心

衰、休克等危重病变
［３－４］。

相关研究证实，病毒、细菌、非典型菌感染是诱

发小儿肺炎的重要因素，临床治疗小儿肺炎期间需

在常规对症支持治疗基础上选择适宜的抗菌药物，

以清除致病菌，加速患儿康复
［５］。头孢他啶为典型β

内酰胺类广谱抗菌药物，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用药后

可抑制细菌转肽酶，使其无法转肽，进而干预细菌细

胞壁合成，使细菌产生溶菌后凋亡
［６］。头孢他啶对

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均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且

对于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肠球菌、沙门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具有良好的抗菌效果
［７］。

头孢他啶临床应用广泛，部分医疗机构存在无指征

用药及超量用药等问题，进而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

严重影响其抗菌效果。哌拉西林为典型半合成青霉

素类抗菌药物，用药后可有效抑制人体内 β内酰胺
酶，有效抑制Ｇ杆菌所致肺部感染［８］。同时，哌拉西

林可拮抗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诱发的酶菌株菌

群，并可结合细菌蛋白质等成分，阻断细胞壁合成，

进而杀灭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及多种厌氧菌。

哌拉西林抗菌谱广泛，用药后起效迅速，耐酶作用显

著，无严重毒副作用，将其应用于小儿肺炎治疗中可

达到良好的抗感染作用，并可短时间内缓解相关症

状，继而实现疾病治疗效果提升
［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呼吸系统相关临床症

状、发热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哌拉西林可缩短小儿
肺炎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其疗效优于头

孢他啶。两组用药后不良反应情况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哌拉西林、头孢他啶应用
于小儿肺炎治疗中均无严重不良反应。

为提高小儿肺炎治疗效果，治疗期间医师需严

格监测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如患儿合并缺氧等

临床表现，需行针对性氧疗，并强化气道管理，合并

低钾血症患儿需及时补充钾盐。如患儿经对症治疗

干预后症状未显著改善，需及时调整药物用量或更

换药物种类。同时，治疗期间需及时调整患儿体位，

保持室内通风良好，监测患儿体温变化，指导其合理

饮食，及时为患儿增减衣物，以加速病情康复。

综上所述，小儿肺炎治疗中采用哌拉西林疗效

优于头孢他啶，可缩短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

间，且用药安全性较高，可在各级医疗机构中推广应

用。同时，本次研究受多因素影响，缺乏同类型数据

资料对比分析与研究评估，研究总时间较短，研究流

程设计等不够完善系统，择取患儿样本不足，哌拉西

林、头孢他啶治疗小儿肺炎的机制仍需持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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