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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
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疗效观察

摘 要：目的：探究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早产儿喂养不耐受的疗效。方法：选取我院

2016-03～2018-05喂养不耐受早产儿64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32）、对照组（n=32）。常规治疗基础上，

对照组采取小剂量红霉素治疗，试验组采取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均治疗5～7天。对比2组

疗效、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每日进奶量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

果：经治疗，试验组总有效率90.63%（29/32）较对照组68.75%（22/32）高（P＜0.05）；试验组胃潴留、呕吐、腹胀消失时

间与住院时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较对照组短，每日进奶量较对照组高（P＜0.05）；试验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9.38%（3/32）与对照组6.25%（2/32）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喂养不耐受早产儿给予小

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可增强疗效，减轻临床症状，促进患儿康复，且具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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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由于脏器功能发育不全，肠道免疫防御

能力及胃肠动力较差，各种消化酶分泌少，吸吮及

协调功能发育相对迟缓，易产生喂养不耐受[1]。喂

养不耐受早产儿在出生后不适合给予足量喂养，热

量摄入匮乏，易造成生长发育迟缓，且反复呕吐会

引起返流吸入造成吸入性肺炎，严重者甚至可造成

呼吸暂停、窒息等[2]。目前，临床尚无治疗早产儿喂

养不耐受的特效方案，红霉素为促胃动素类似物之

一，可起到促胃肠动力作用，促进肠蠕动和胃排空，

一定程度减轻患儿临床症状。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散属微生态制剂之一，能保障胃肠道黏膜屏障完整

性，提升肠道免疫防御功能，抑制细菌移位，改善肠

道微生态环境，促进患儿康复[3]。本研究选取64例

喂养不耐受早产儿，施行分组探讨，旨在观察小剂

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该病的疗

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资料

选择我院2016-03～2018-05喂养不耐受早产

儿64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n=32）、对照

组（n=32）。试验组男18例，女14例；胎龄28～35

周，平均（31.92±0.84）周；出生体质量1196～2418

g，平均（1874.16±92.08）g；母亲分娩方式：顺产19

例，剖宫产13例；出生后1 min阿氏评分7～9分，平

均（7.64±0.31）分。对照组男17例，女15例；胎龄

27～36 周，平均（32.17± 0.74）周；出生体质量

1214～2431 g，平均（1885.54±87.63）g；母亲分娩方

式：顺产18例，剖宫产14例；出生后1 min阿氏评分

7～9分，平均（7.76±0.30）分。2组基线资料（胎龄、

性别、出生后1 min阿氏评分、出生体质量、母亲分

娩方式等）均衡可比（P＞0.05），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1.2 选例标准

1.2.1 纳入标准（1）胎龄不足37周，出生体质量

不足2.5 kg；（2）开始喂养后产生胃潴留、呕吐、腹胀

等喂养不耐受症状；（3）无脂肪、糖代谢障碍；（4）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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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家属知晓本研究，签订知情同意书。

1.2.2 排除标准（1）肝心肾肺等脏器产生器质性

病变患儿；（2）合并遗传代谢疾病、新生儿重度窒

息、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先天性消化系统畸

形患儿；（3）合并严重感染、败血症、消化道出血、肠

梗阻患儿；（4）在住院期间死亡及中途放弃治疗、转

院患儿。

1.3 方法

2组均采取营养支持、退黄、暖箱保温、维持酸

碱水电解质平衡及血压、血糖、体温、呼吸稳定等常

规治疗。

1.3.1 对照组 给予小剂量红霉素（国药集团国瑞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4023638）治疗：3～5

mg/（kg·次），静脉输注，1次/天，持续治疗5～7 天。

1.3.2 试验组 采取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

三联活菌散（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S10970105）治疗：予以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0.5

g/次，3次/天，口服；红霉素使用剂量及方法同对照

组，持续治疗5～7 天。

1.4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3～5 天后患儿呕吐、腹胀症状消失，进奶

量显著增加，胃内无潴留食物为显效；治疗3～5 天

后腹胀症状明显缓解，呕吐频率下降，进奶量有所

增加，胃内潴留食物＜1/3为有效；治疗5～7 天后患

儿呕吐、腹胀症状均未见缓解，进奶量未明显增加，

胃内潴留食物＞1/3为无效，将有效、显效计入总有

效[4]。

1.5 观察指标

（1）疗效；（2）临床症状消失时间；（3）住院时

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每日

进奶量；（4）不良反应。

1.6 统计学处理

以SPSS 23.0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χ2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

试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0.63%，高于对照组

的68.75%，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

表1 2组疗效比较（n，%）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χ2

P

n

32

32

无效

3（9.38）

10（31.25）

有效

14（43.75）

13（40.63）

显效

15（46.87）

9（28.13）

总有效率

29（90.63）

22（68.75）

4.730

0.030

表2 2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s，天)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

P

n

32

32

胃潴留消失时间

4.19±1.07

6.45±1.68

6.419

0.000

呕吐消失时间

2.82±0.64

4.57±1.03

8.164

0.000

腹胀消失时间

3.59±1.26

5.61±1.74

5.31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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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对比2组住院、恢复出生体重、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及每日进奶量(x±s)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

P

n

32

32

住院时间（天）

12.64±1.69

15.23±2.05

5.515

0.000

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天）

8.06±2.25

10.82±3.17

4.016

0.000

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
（天）

9.70±1.38

14.49±4.52

5.734

0.000

每日进奶量（mL）

104.03±21.46

88.27±24.08

2.764

0.000

2.2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经治疗，试验组胃潴留、呕吐及腹胀消失时间

均较短，且短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2.3 住院、恢复出生体重、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及

每日进奶量

经治疗，试验组住院时间、恢复出生体重时间、

可完全肠道营养时间均较短，且短于对照组，每日

进奶量较高，且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试验组出现轻微胃肠道反应2例，皮

肤过敏反应1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38%（3/32）；

对照组出现轻微胃肠道反应1例，皮肤过敏反应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25%（2/32），组间比较，无

显著差异（χ2=0.000，P=1.000）。

3 讨论

喂养不耐受为早产儿常见病症，可对其营养状

况和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影响[5]。红霉素属一种促胃

动素类似物，临床常将其作为促胃肠动力药应用于

早产儿喂养不耐受治疗中。红霉素有着和胃动素

类似电荷分布及空间构象，可在体内结合并刺激胃

动素受体促使其发挥促动力效应，增加食管括约肌

张力，使胃肠产生移动性运动复合波，促进胃底、胃

窦、小肠收缩，促进肠蠕动和胃排空，防止腹胀、胃

潴留发生；且红霉素的促胃肠动力作用和其使用剂

量有着密切关系，大剂量应用可导致胃肠移动性运

动复合波紊乱，小肠及胃出现不规则收缩，易造成

呕吐症状，而小剂量应用可促进胃肠道平滑肌轻微

收缩，使胃肠移动性运动复合波3期出现，能起到清

除胃肠内容物效果，且不良反应少[6，7]。本研究中，

单独应用红霉素治疗喂养不耐受早产儿的总有效

率为68.75%。表明使用红霉素治疗疗效尚可。

益生菌治疗为早产儿喂养不耐受近年来研究

热点之一，有研究指出，与足月儿相比，早产儿肠道

中菌群定植和优化时间延迟，多样性下降，特别是

喂养不耐受早产儿肠道中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

生菌比例会显著减少，通过外源性补充益生菌可促

进消化，加速肠蠕动及胃排空，减轻患儿喂养不耐

受症状[8]。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主要由双歧杆菌、

粪肠球菌、嗜酸乳杆菌等有益菌组成，可加速酶水

解蛋白分泌，促进脂肪皂化，改善新陈代谢，且能在

肠道内发酵后产生乳酸、醋酸等，促进钙、磷及铁吸

收利用，加速肠壁蠕动与胃肠道排空；可同肠黏膜

上皮细胞结合，使肠黏膜表面形成生物学屏障，减

少致病菌侵入、定植，阻止细菌移位，改善肠道微生

态环境，最终减轻患儿临床症状，促进其康复[9，10]。

本研究尝试以小剂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

菌散治疗喂养不耐受早产儿，结果发现，采取小剂

量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后总有效

率达90.63%，且患儿恢复时间更短，每日进奶量增

高更明显。分析其原因为红霉素、双歧杆菌三联活

菌散治疗喂养不耐受的具体机制不同，结合应用可

起到协同增效作用。另由本研究可知，采用小剂量

红霉素联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治疗不会增加不

良反应发生，具有安全性。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小剂量红霉素与双歧杆菌

三联活菌散治疗喂养不耐受早产儿可提高疗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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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临床症状，加速患儿康复，且具有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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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治疗组FEV1/FVC、FEV1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表

明宣肺达郁汤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肺部指标，在促进

患者肺部恢复上有显著作用。有文献报道[12]干姜、

甘草等具有抗炎的功效，干姜，味辛，归肺经，可温

肺化饮，甘草味甘，归经，可清热解毒，祛痰止咳，可

以促进炎症吸收，改善患者的炎症水平，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13]。

综上所述，宣肺达郁汤联合西医治疗AECOPD

效果显著，可明显改善肺部功能，提高临床疗效，且

药物的安全性良好，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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