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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沐舒坦经超声电导透皮给药对小儿支气管肺炎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小儿支气管肺炎患儿105例随

机分为A、B、C三组，每组35例。A组患者沐舒坦注射液雾化吸入给药，B组患者超声电导透皮给药，C组患者静脉推

注给药。比较三组的发热、咳嗽、喘憋、肺部哮鸣音消失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及治疗效果。结果 B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A、

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的临床症状及平均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B组发

热、咳嗽、喘憋、肺部哮鸣音消失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A、C两组(P＜0.05)。结论 沐舒坦采用超声电导透皮给

药方式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能够明显缩短患儿的病程，且不良反应少，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新途径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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