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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人群及重症病例的高危人群.流行性感冒早期干预,特别是在轻

症阶段给予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措施对疾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指南基于文献检索及评价、专家访谈、

组内讨论、专家论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制订流程,形成«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此次制

订提出指南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诊断、治疗,旨在为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临床

实践、诊疗规范和质量评价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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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是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的高发人群及重

症病例的高危人群.每年流感流行季节,我国儿童

流感罹患率为２０％~３０％;在秋冬或冬春高流行季

节,其年感染率可高达５０％左右[１].儿童罹患流感

可导致患儿死亡,患基础性疾病儿童的死亡风险显

著高于健康儿童[１].因此,本病的早期干预,特别是

在轻症阶段给予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措施,对疾病的

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单一的中药或西药治疗儿童流

感可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中西医结合防治则有

其特殊优势,尤其对于轻症时期的早期干预,大量临

床研究和基础实验证据均证实其有效性.
本文件以中西医临床关键问题为导向,遵循循

证医学原则,客观评价了儿童流感中西医结合诊治

证据,经工作组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上撰写本诊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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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泛征求临床医学、中医学、临床流行病学与临

床药学等多学科专家意见,最后形成«儿童流行性感

冒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
本文件参照最新的国际、国内指南,汇聚中医、

西医相关领域专家的诊疗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制而

成,以期协助临床医师与中医医师能更好地将中西

医结合诊疗指南应用于流感患儿的救治工作,其科

学性、实用性和依从性等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

证,根据临床实践反馈意见进行更新完善.

１　说明

１１　构建指南问题

基于文献检索及评价,通过对１００名包括中西

医儿科医生及方法学专家在内的指南专家组成员展

开专家访谈及调研,最终构建了指南关注的９个拟

回答的临床问题.

１２　文献检索策略

主要通过采用计算机进行检索,英文库选用

MEDLINE、COCHRANE 图书馆、EMbase等,以

“influenza”等为主题词、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建库

至２０２２年８月的文献.中文库选用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Sinomed)web版、中国知网(CNKI)、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VIP)、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Wanfang)数据库,分别以“流行性感冒”
“儿童”为检索词,检索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８月的文献.

１３　专家论证会

针对项目工作组通过专家访谈、文献研究形成的

指南初稿,特别是其中存有争议,有待讨论的内容,请
专家们充分发表意见,给出客观和专业的意见.

１４　指导文件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２]、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手册»[３]、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４]、«中国制订/修

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２０２２版)»[５]有关规则

起草.

１５　推广和更新

本文件发布后,将通过发布会、指南应用推广培

训班、继续教育学习班、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多种

渠道宣传、贯彻、实施并推广应用.

２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儿童流感的术语、定义、诊断和治

疗建议.本文件适用于１８周岁以下人群流感的诊

断和治疗.本文件适合于各等级医院儿科专业或小

儿呼吸内科专业的临床执业医师,相关的护理人员

和药师也可参考.

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

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明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 [ICDＧ１１](２０１８年,世
界卫生组织)

GB/T１６７５１２－２０２１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２部

分:证候

GB/T１６７５１２－２０２１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３部

分:治法

４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流行性感冒(ICDＧ１１编码:L１Ｇ１E３)简称流感,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经呼吸道

飞沫、易感者与感染者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

的接触传播,传播力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人群普

遍易感[６].
本病中医范畴归属于时行感冒、风温、时疫感

冒等.

５　诊断[７]

５１　西医诊断

　　临床问题１:儿童流感有何临床表现?
推荐意见:
儿童流感临床可见普通病例和重症病例.
普通病例:起病急伴发热,多为高热,可有畏寒、

寒战,多伴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

身症状,常有咽痛、咳嗽、流涕或鼻塞、恶心、呕吐、腹
泻等,儿童流感消化道症状多于成人,常见于乙型流

感患儿.婴幼儿流感的临床症状往往不典型.新生

儿流感少见,但易合并肺炎等.大多数无并发症的

流感患儿症状在３~７d缓解,但咳嗽和体力恢复常

需１~２周.
重症病例:病情发展迅速,体温多持续在３９℃

以上,常发生肺炎合并症,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

迫综合征、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肾衰竭,
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主要死亡原因是呼吸系统并

发症和流感相关性脑病或脑炎.合并细菌感染可增

加流感病死率,常见细菌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

球菌及其他菌属细菌.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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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２０２０年版)[１]、«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

版)(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

成专家共识.

　　临床问题２:儿童流感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推荐意见:
流感诊断标准包含流感样病例、临床诊断病例、

确诊病例及重症病例.
流感样病例:在流感流行季节,出现以下表现:

(１)发热,体温≥３８℃;(２)伴有咳嗽和(或)咽痛.
临床诊断病例:出现上述流感临床表现,有流行

病学史(发病前７d在无有效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与

疑似或确诊流感患者有密切接触,或属于流感样病

例聚集发病者之一,或有明确传染他人的证据)且排

除其他引起流感样症状的疾病.
确诊病例:符合上述疑似流感病例诊断标准,有

以下１项或１项以上实验室检测阳性者,可以确诊

流感.(１)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２)流感病毒抗

原检测阳性,结合流行病学史判断;(３)流感病毒分

离培养阳性;(４)恢复期较急性期血清抗流感病毒特

异性IgG抗体水平呈４倍或４倍以上升高.
重症病例:流感病例出现下列１项或１项以上

情况者为重症病例.(１)持续高热＞３d,伴有剧烈

咳嗽、咳脓痰、血痰,或胸闷胸痛.(２)呼吸频率增

快,呼吸困难,口唇紫绀.(３)神志改变:反应迟钝、
嗜睡、躁动、惊厥等.(４)严重呕吐、腹泻,出现脱水

表现.(５)少尿或出现急性肾衰竭.(６)合并肺炎.
(７)原有基础疾病明显加重.(８)需住院治疗的其他

临床情况.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２０２０年版)[１]、«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

版)(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

成专家共识.

５２　中医辨证分型

临床问题１:儿童流感中医辨证分型及常见证

候是什么?
推荐意见:
儿童流感中医辨证分型包括风热犯卫证、风寒

束表证、湿遏卫气证、热毒袭肺证、毒热闭肺证、气阴

两虚证;其中急性期轻症常见风热犯卫证、风寒束表

证、湿遏卫气证、热毒袭肺证,重症常见毒热闭肺证,
恢复期常见气阴两虚证.各证型常见证候如下:

风热犯卫证:多见于儿童流感急性期轻症.主

症:发热、头痛、咽部症状(咽红肿痛);次症:鼻部症

状(鼻塞、打喷嚏、流浊涕)、恶风(遇风觉冷,避风缓

解)、微汗、微咳、口干而渴;舌脉:舌边尖红、苔薄白

或黄、脉浮数、指纹浮紫.
风寒束表证:多见于冬季流感初期.主症:恶

寒、发热、无汗;次症:头身疼痛、鼻流清涕;舌脉:舌
质淡红、苔薄而润、脉浮紧、指纹浮红.

湿遏卫气证:多见于乙型流感.主症:发热(身
热不扬)、头身困重、恶心或呕吐;次症:汗出不畅、倦
怠、纳呆、腹痛、便溏不爽(大便黏)、口干不欲饮;舌
脉:舌苔厚腻、脉濡数.

热毒袭肺证:多见于儿童流感合并支气管炎.
主症:高热、咳嗽频繁、痰黄;次症:咳痰不爽、汗出热

不解、口渴喜饮、面赤、唇红、便干;舌脉:舌红、苔黄

或黄腻、脉滑数.
毒热闭肺证:多见于重症儿童流感合并肺炎.

主症:高热、频咳、喘憋、痰黏难咯;次症:烦躁不安、
面赤唇红、涕泪俱无、鼻孔干燥、腹胀、便秘;舌脉:舌
质红绛、苔黄或腻、脉弦滑数.

气阴两虚证:多见于儿童流感恢复期.主症:干
咳、乏力、多汗;次症:痰少、气短、神疲、食少、纳差;
舌脉:舌淡少津、苔薄、脉细数.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

版)(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

成专家共识.

６　治疗

６１　治疗原则及治疗模式

临床问题１:儿童流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则

是什么?
推荐意见:
临床评估患儿的一般状况、疾病的严重程度、症

状起始时间及当地流感流行状况等,以确定治疗方

案.流感样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可单独给予中医

治疗或西医治疗.流感确诊病例轻症可给予西医治

疗或中医治疗,若疗效欠佳或症状明显的宜中西医

联合治疗,防止由轻症转重症.重症病例建议转入

儿科重症监护室救治,其中合并肺炎者可给予中西

医联合治疗.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２０２０年版)[１]、«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

版)(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

成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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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问题２:儿童流行性感冒如何采取中西医

结合治疗模式?
推荐意见:
流感样病例、临床诊断病例,首选中医辨证论

治,急性期按风热犯卫证、风寒束表证、湿遏卫气证、
热毒袭肺证论治,或给予西医对症治疗;流感确诊病

例轻症可给予西医抗流感病毒药物或中医疏风解表

类药物治疗,疗效欠佳时可中西医联合治疗.流感

确诊病例高热、咽痛、脘腹胀痛等临床症状明显者,
可在西医抗流感病毒药物治疗基础上分别给予泻火

解毒、清热利咽、理气消导类中成药对症治疗.重症

或有重症流感高危因素的患儿应在发病４８h内尽

早给予抗流感病毒药物治疗.重症流感合并肺炎可

按毒热闭肺证辨治,亦可在西医治疗基础上联合清

热解毒类中药注射液治疗.流感恢复期正气未复,
中医按气阴两虚证辨治.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２０２０年版)[１]、«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

版)(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

成专家共识.

６２　药物治疗

临床问题１:针对儿童流感确诊病例,可选用哪

些抗流感病毒药物治疗?
推荐意见:
流感确诊病例患儿抗流感病毒药推荐给予神经

氨酸酶抑制剂治疗.可参考使用的药物:磷酸奥司

他韦颗粒(胶囊)(证据级别:B,强推荐)、帕拉米韦

注射液(证据级别:B,强推荐).
证据描述: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适用于全年龄段儿童

(包括新生儿、早产儿)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临床

使用剂量为:１岁以下儿童推荐剂量:０~８月龄,每次

３０mg/kg,每日２次;＞８~１１月龄,每次３５mg/kg,
每日２次.１岁及以上年龄儿童推荐剂量:体质量＜
１５kg者,每次３０mg,每日２次;体质量１５~２３kg
者,每次４５mg,每日２次;体质量＞２３~４０kg者,
每次６０mg,每日２次;体质量＞４０kg者,每次７５mg,
每日２次.疗程５d,重症患者疗程可适当延长.肾

功能不全者要根据肾功能调整剂量.一项包括６项

治疗试验,涉及１９０６例临床流感儿童和４５０例通

过快速流感检测确诊的流感儿童,在这２３５６例儿

童中,１２５５例儿童经实验室确认患有流感[８].此外

还包括３项预防试验,涉及８６３例有流感暴露史的

儿童.在经实验室确诊为流感的儿童中,磷酸奥司他

韦颗粒(胶囊)使病程中位数缩短了３６h(２６％,P＜
０００１).在经实验室确诊为流感的１~５岁患儿中,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显著减少了急性中耳炎的

发生[风险差异－０１４,９５％CI(－０２４,－００４)].
帕拉米韦的适应证用于甲型或乙型流感.患者

应在首次出现症状４８h以内使用.临床使用剂量

为:＜３０d新生儿６mg/kg,３０~９０d婴儿８mg/kg,

＞９０d至１７岁儿童１０mg/kg,静脉滴注,每日１次,
疗程１~５d,重症患者疗程可适当延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帕拉米韦在我国分别开展了以

下临床研究:健康受试者的单次和多次给药的人体

耐受性试验[９];健康受试者的单次和多次给药的人

体药代动力学试验[１０];健康受试者的体内和体外的

代谢转化和物料平衡研究;以８９例重症甲型流感患

者为样本,开展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临床

试验研究;以４７０例普通甲型流感患者为样本,开展

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药和安慰剂平行对

照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帕拉米韦在１５０~６００mg
剂量范围内,基本呈线性动力学特征,主要以原型经

肾脏消除,多次给药未见蓄积现象,性别间差异也很

小.清除率在７L/h左右,和人体正常肌酐清除率

相近,提示肾脏转运蛋白在药物的消除中并没有起

重要作用.
重症流感患者(符合第３版«甲型 H１N１流感

诊疗方案»的重症病例诊疗标准)的临床试验以磷酸

奥司他韦为对照药,主要疗效指标按国际通用标准

设定(５d后体温恢复正常率、疾病持续时间).全

分析集(fullanalysisset,FAS)结果:主要疗效指标

５d后体温恢复正常率,对照组为９７７％,试验组

９５６％,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疾病持续时间,对
照组４１５h,试验组４０．０h,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符合方案集(perprotocolset,PPS)的结果和

FAS相一致.经统计分析,帕拉米韦的疗效与阳性

药比较,符合非劣效标准.普通患者的临床试验分

别以磷酸奥司他韦和安慰剂为对照药,意向性治疗

分析集(intentiontotreat,ITT)结果:主要疗效指

标疾病持续时间帕拉米韦６００mg组４２５h、帕拉

米韦３００mg组３４２h、磷酸奥司他韦组４８２h、安
慰剂组６３３h.统计分析显示,组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帕拉米韦两个试验组的疾病持续时间均

明显少于安慰剂组,也少于磷酸奥司他韦组.帕拉

米韦两个剂量组与安慰剂比较,优效性结论成立.

PPS结果与ITT基本一致.
以上研究总暴露人群为６１５例,其中帕拉米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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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人群为３３４例.帕拉米韦暴露人群的总体不良

事件发生率为４１％.经分析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２６％.主要不良反应为腹泻、恶心、呕
吐、网织红细胞降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甘油

三酯升高、头晕、头痛、出汗、乏力、失眠、胸闷、心悸、
咳嗽、胸痛、腰背疼痛等,以上不良反应均为轻度(单
项发生率在１％以下),停药后可恢复.未见严重不

良反应,无死亡病例发生.
临床问题２:针对流感不同时期,中医辨证治疗

方案或联合抗流感病毒药物的疗效及安全性如何?
(１)轻症辨证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１:
证型:风热犯卫证.
治法:疏风解表,清热解毒.
主方:银翘散(«温病条辨»)加减(证据级别:C,

强推荐).
常用药物: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薄荷、淡豆豉、

荆芥穗、桔梗、芦根、前胡、大青叶、柴胡、黄芩、甘草.
中成药单用(流感样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小

儿解表口服液(证据级别:C,强推荐).建议用法用

量:口服,１~２岁每次５mL,每日２次;３~５岁每次

５mL,每日３次;６~１４岁每次１０mL,每日２~３次.
服时摇匀.

中西药联用:金花清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

颗粒(证据级别:C,强推荐).金花清感颗粒建议用

法用量:开水冲服.每次１袋,每日３次.儿童酌减.
证据描述:
银翘散(成分:金银花、连翘、桔梗、薄荷、竹叶、

生甘草、荆芥穗、淡豆豉、牛蒡子)具有辛凉透表、清
热解毒的功效.一项基于２项随机对照试验的 Meta
分析显示[１１Ｇ１２],在有效性方面,银翘散联合磷酸奥司

他韦颗粒的总有效率高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RR＝
１２２,９５％CI(１０７,１３９),P＝０００３].

小儿解表口服液(成分:金银花、连翘、炒牛蒡

子、蒲公英、黄芩、防风、紫苏叶、荆芥穂、葛根、人工

牛黄)具有宣肺解表、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项随机对

照临床研究显示[１３],在主要症状缓解时间方面小儿

解表口服液短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５).
金花清感颗粒(成分:金银花、石膏、蜜麻黄、炒

苦杏仁、黄芩、连翘、浙贝母、知母、牛蒡子、青蒿、薄
荷、甘草)具有疏风宣肺、清热解毒的功效.金花清

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组(９３３３％)治疗效

果优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组(７９３３％),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００５)[１４].

推荐意见２:
证型:风寒束表证.
治法:辛温解表.
主方:麻黄汤(«伤寒论»)加减(共识推荐).
常用药物:炙麻黄、桂枝、炒杏仁、葛根、羌活、苏

叶、甘草.
证据描述:
结合«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版)(http://

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成专家共识.
推荐意见３:
证型:湿遏卫气证.
治法:芳香宣化.
主方:藿朴夏苓汤(«医原»)加减(共识推荐).
常用药物:藿香、半夏、茯苓、杏仁、薏苡仁、白蔻

仁、通草、淡豆豉、泽泻、厚朴.
证据描述:
结合«儿童流行性感冒中西医结合防治专家共

识»(２０２１年版)[７]、儿童流感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２０２０年版)[１]、«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版)
(http://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成

专家共识.
推荐意见４:
证型:热毒袭肺证.
治法:清热解毒,宣肺化痰.
主方:麻杏石甘汤(«伤寒论»)加减(共识推荐).
常用药物:炙麻黄、石膏、杏仁、黄芩、瓜蒌、金银

花、连翘、甘草.
中成药单用(流感样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小

儿肺热咳喘颗粒(证据级别:C,强推荐).建议用法用

量:开水冲服.３岁以下每次４g,每日３次;３~７岁

每次４g,每日４次;７岁以上每次８g,每日３次.
中西药联用(流感确诊病例):连花清瘟颗粒联

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证据级别:A,强推荐).连花

清瘟颗粒建议用法用量:开水冲服.每次６g,每日

３次.儿童酌减.
证据描述:
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成分:麻黄、苦杏仁、生石

膏、甘草、金银花、连翘、知母、黄芩、板蓝根、麦冬、鱼
腥草等)具有清热解毒、宣肺止咳、化痰平喘的功效.
一项评价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儿童流感的随机对

照研究显示[１５],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相比,小儿肺

热咳喘颗粒组总有效率为 ９７５０％,高于对照组

８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同时小儿

肺热咳喘颗粒治疗组发热消失时间(４１３２±５０３)h,
短于对照组发热消失时间(４８６２±５３６)h,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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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组

咳嗽消失时间(５４４７±５５９)h,短于对照组咳嗽消

失时间(６５３９±６７８)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小儿肺热咳喘颗粒治疗组头痛消失时间

(２９５２±３１９)h,短于对照组头痛消失时间(３８２９±
４３７)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小儿肺热咳

喘颗粒治疗组咽部不适消失时间(４４２５±４６１)h,短
于对照组咽部不适消失时间(５２２７±５３８)h,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改善流

感患儿有效性方面,７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

总有效率[１６Ｇ２２],Meta分析显示,与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相比,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的总

有效率优于单用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 [RR＝
１１７,９５％CI(１１１,１２４),P＜０００００１].在发热

方面,４ 项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研 究 报 告 了 退 热 时

间[１５Ｇ１６,１８Ｇ１９],Meta分析显示,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相比,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流

感可以缩短儿童退热时间[SMD＝－１１０,９５％CI
(－１２８,－０９１),P＜０００００１].在咳嗽方面,

３项随 机 对 照 试 验 研 究 报 告 了 咳 嗽 消 失 时

间[１５Ｇ１６,１９],Meta分析显示,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相

比,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流感

可以缩短儿童咳嗽消失时间[SMD＝－０８６,９５％CI
(－１０５,－０６６),P＜０００００１].在咽痛消失时间

方面,４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咽痛消失时

间[１５Ｇ１６,１９Ｇ２０],Meta分析显示,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相比,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流

感可以缩短儿童咽痛消失时间[SMD＝ －０７０,

９５％CI(－０８７,－０５２),P＜０００００１].在病毒

转阴时间方面,４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病毒

转阴时间[１５Ｇ１６,１９Ｇ２０],Meta分析显示,与磷酸奥司他

韦颗粒相比,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

疗流感可以缩短儿童病毒转阴时间[SMD＝－０４３,

９５％CI(－０６９,－０１７),P＜０００００１].
(２)重症辨证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
证型:毒热闭肺证.
治法:解毒清热,通腑泻肺.
主方:宣白承气汤(«温病条辨»)加减(共识推荐).
常用药物:石膏、大黄、杏仁、瓜蒌、炙麻黄、黄

芩、炒葶苈子、赤芍、丹皮、甘草.
中西药联用:喜炎平注射液联合帕拉米韦(证据

级别:C,强推荐).喜炎平注射液建议用法用量:肌
内注射:小儿酌减或遵医嘱.静脉滴注:儿童按５~

１０mg/(kgd)[０２~０４mL/(kgd)],最高剂量

不超过２５０mg,以５％葡萄糖注射液或０９％氯化

钠注射液１００~２５０mL稀释后静脉滴注,控制滴速

每分钟３０~４０滴,每日１次;或遵医嘱.联合静脉用

药时,滴注喜炎平注射液需０９％氯化钠注射液冲管.
流感病毒肺炎患儿推荐使用清热解毒类中药注

射液联合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治疗.
可参考使用的中药注射剂:喜炎平注射液(证据

级别:C,强推荐).
证据描述:
喜炎平注射液(成分:穿心莲内酯磺化物)具有

抗病毒、解热消炎等功效.一项评价喜炎平注射液

联合帕拉米韦在急诊治疗甲型 H１N１流感病毒所

致病毒性肺炎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显示[２３],与帕拉

米韦相比,喜炎平注射液联合帕拉米韦治疗的总有

效率为９６００％(２４/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７２００％
(１８/２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２＝５３５７,P＜００５).
在不良反应方面,两组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仅出现轻微呕吐、头晕等不良反应,停药后症状得到

有效缓解,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联合治疗药物安全性较高.
(３)恢复期辨证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
证型:气阴两虚证.
治法:益气养阴.
主方:沙参麦门冬汤(«温病条辨»)加减(共识推荐).
常用药物:沙参、麦冬、黄芪、白术、五味子、防

风、焦三仙.
证据描述:
结合«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２０年版)(http://

wwwnhcgovcn/),经专家论证会达成专家共识.
临床问题３:针对流感确诊病例,单用中药能否

降低由轻症转重症的发生率?
推荐意见:
流感确诊病例患儿单独给予疏风清热解毒类中

药治疗与西医奥司他韦治疗同样可提高临床疗效,
降低由轻症转重症的发生率.

可参考使用中成药:芩香清解口服液(证据级

别:B,强推荐).芩香清解口服液建议用法用量:口
服.６个月至３岁每次５mL,＞３~７岁每次１０mL,

＞７~１４岁每次１５mL,每日３次.
证据描述:
芩香清解口服液(成分:黄芩、广藿香、蝉蜕、石

膏、葛根、大黄、赤芍、板蓝根、桔梗、玄参、山豆根、甘
草)具有疏散风热、清泻里热、解毒利咽的功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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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评价芩香清解口服液治疗儿童流感的随机、双盲、
双模拟、阳性对照、多中心、非劣性临床试验研究显

示[２４],芩香清解口服液(n＝１１７)与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n＝１１４)相比,两组的临床痊愈时间均为３d(P＞
００５);完全退热时间为３６h(P＞００５).两组在并

发症、严重或危重流感的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００５).各组间不良事件或药物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临床问题４:针对流感确诊病例患儿,在西医抗

流感病毒药物基础上如何正确选用中成药对症治疗?
推荐意见１:
流感确诊病例咽红肿痛患儿,在西医抗流感病

毒药物基础上联合解毒利咽类中成药治疗可提高临

床疗效,缓解咽痛症状.
可参考使用的中成药:蓝芩口服液(证据级别:

B,强推荐).蓝芩口服液建议用法用量:口服.每次

１０mL,每日３次.小儿酌情服用.
证据描述:
蓝芩口服液(成分:板蓝根、黄芩、栀子、黄柏、胖

大海)具有清热解毒、利咽消肿的功效.一项基于６项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 Meta分析显示[２５Ｇ３０],在改善

流感患儿症状有效性方面,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相

比,蓝芩口服液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的总有效率

高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RR＝１１３,９５％CI(１０８,

１１７),P＜０００００１];在咽痛方面,３项随机对照试

验研究报告了咽痛消失时间[２７Ｇ２９],Meta分析显示,
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相比,蓝芩口服液联合磷酸奥

司他韦颗粒治疗能缩短咽痛消失时间[MD＝－１０４,

９５％CI(－１８６,－０２２),P＝００１].
推荐意见２:
流感确诊病例持续高热患儿,在西医抗流感病

毒药物基础上联合清热泻火类中药治疗可提高临床

疗效,缩短降温时间,减少高热次数.
可参考使用的中成药: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证据

级别:C,强推荐).小儿热速清口服液建议用法用

量:口服.１岁以内每次２５~５mL,１~３岁每次５~
１０mL,＞３~７岁每次１０~１５mL,＞７~１２岁每次

１５~２０mL,每日３~４次.
证据描述:
小儿热速清口服液(成分:柴胡、黄芩、板蓝根、

葛根、金银花、水牛角、连翘、大黄)具有清热解毒、泻
火利咽的功效.

一项评价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联合四肢温水浴对

甲型流感持续高热患儿的降温效果的研究显示[３１],
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与四肢温

水浴实施降温措施后３０min、６０min、１２０min患儿

体温降至正常水平的概率均高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联合四肢温水浴(P＜００５);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联

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与四肢温水浴实施降温措施不

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联合四肢温

水浴(P＜００５);小儿热速清口服液联合磷酸奥司

他韦颗粒与四肢温水浴实施降温措施所需时间与降

温次数均低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联合四肢温水浴

(P＜００５).
推荐意见３:
流感确诊病例发热、咽痛、脘腹胀满患儿,在西

医抗流感病毒药物基础上联合清热利咽导滞类中药

可提高临床疗效,有效缓解临床症状.
可参考使用中成药: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证据级

别:B,强推荐).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建议用法用量:
开水冲服.６个月至１岁每次１~２g,１~３岁每次

２~３g,４~６岁每次３~４g,７~９岁每次４~５g,１０岁

以上每次６g,每日３次.
证据描述: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糖浆)(成分:连翘、淡豆豉、薄

荷、荆芥、炒栀子、大黄、青蒿、赤芍、槟榔、厚朴、黄芩、半
夏、柴胡、甘草)具有疏风解表、清热导滞的功效.

一项基于１６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 Meta分

析显示[３２],在改善流感患儿有效性方面,１６项随机

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总有效率,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的总有效率优于单用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RR＝１１５,９５％CI
(１１２,１１９),P＜０００００１].在退热时间方面,

１３项随机对照试验报告了退热时间,与磷酸奥司他

韦颗粒(胶囊)相比,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

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流感可以缩短儿童退热时间

[MD＝－１６３３,９５％CI(－２１１２,－１１５４),P＜
０００００１].在咽痛消退时间方面,３项随机对照试

验报告了咽痛消退时间,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
相比,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
囊)治疗流感可以缩短儿童咽痛消退时间[MD＝
－９９２,９５％CI(－１２１３,－７７２),P＜０００００１].

一项评价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

颗粒(胶囊)治疗儿童流感有效性研究显示[３２],小儿

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能

明显改善腹胀、纳差、大便干等症状.在鼻塞消退时

间方面,６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鼻塞消退时

间,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相比,小儿豉翘清热

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流感可以缩短

儿童鼻塞消退时间[MD＝－１５２９,９５％CI(－２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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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７),P＝０００５].在咳嗽消退时间方面,８项随机

对照试验报告了咳嗽消退时间,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胶囊)相比,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胶囊)治疗流感可以缩短儿童咳嗽消退时间[MD＝
－２０２７,９５％CI(－２７０３,－１３５１),P＜０００００１].在

流感监测阴性时间方面,３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报告了

流感监测阴性时间,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相比,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

流感可以缩短流感监测阴性时间[MD＝－０３７,９５％CI
(－０５５,－０２０),P＜０００００１].在不良反应方面,

３项随机对照试验治疗组与对照组均未现不良反

应.６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对照组与治疗组都出

现了不良反应,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相比,小
儿豉翘清热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治疗

流感不良反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３),统计

效应量[RR＝０５０,９５％CI(０３１,０７９)],说明小儿豉

翘清热颗粒联合应用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具有较

好的安全性.
推荐意见４:
针对流感确诊病例(＞２岁),在西医抗流感病

毒药物基础上联合清热解毒类中药注射液可有效缓

解临床症状.
可参考使用的中药注射液:热毒宁注射液(证据级

别:B,强推荐)、喜炎平注射液(证据级别:C,强推荐).
证据描述:
热毒宁注射液(成分:青蒿、金银花、栀子)具有

清热、疏风、解毒的功效.在退热时间方面,一项评

价热毒宁注射液治疗儿童流感的随机、双盲对照研

究显示[３３],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相比,热毒

宁注射液治疗流感患儿可以缩短退热时间[HR＝
０３３５,９５％CI(０２５４,０４４３),P＜０００００１].同时

在总症状评分方面,热毒宁注射液治疗组在第２天

(９３１±４４１)分、第３天(１４９６±５８０)分、第４天

(１６６０±５５１)分、第６天(１７６５±５８３)分的总症

状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第２天(７５３±４７５)分、第３天

(１２８５±６８２)分、第４天(１５５８±６４７)分、第６天

(１７２１±６９８)分的总症状评分(P＜００５).在单一

症状积分方面,单一症状的评分与流感症状总分的

下降趋势相似.与治疗前相比,热毒宁注射液组和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组从第２~６天单一症状

积分均显著下降(P＜００００１).同时,在不同时间,
两组间在发热、恶寒、咽痛和鼻塞评分方面均有显著

差异,热毒宁注射液组的单一症状积分下降幅度均大

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组.在不良反应发生率

方面,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胶囊)相比,热毒宁注射

液治疗流感患儿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RR＝
０３９,９５％CI(００７,２０５),P＝０２７].

喜炎平注射液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项评价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联合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儿童甲型

流感的临床效果的研究显示[３４],喜炎平注射液联合

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相比,
喜炎平注射液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９４４％,高于对照组８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００５).同时喜炎平注射液联合磷酸奥司他

韦颗粒治疗组患儿发热、头痛、咽喉红肿的比例明显

低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单独治疗组(P＜００５),但
两组治疗后鼻塞/流涕、咳嗽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５).喜炎平注射液联合磷酸奥司他韦

颗粒治疗组退热时间(２４１±０５３)d,短于对照组退

热时间(３９６±０３７)d(P＜００５).喜炎平注射液

联合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治疗组住院时间(６１３±
０８２)d,短于对照组住院时间(８５１±０２９)d,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６６７％vs１１１１％,χ２＝
０２３,P＞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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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曹玲(首都儿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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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张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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