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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PBB)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

要由细菌感染引起，一些患儿会出现症状持续时间延长、反复发作及影响生活质量等问题。近年来，随

着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对于儿童PBB的治疗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

展，通过对患儿呼吸道微生物组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微生物组成和变化规律，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方法。本文旨在对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的综述和分析，以期

为临床实践提供更为科学和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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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PBB) in children is a common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 
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bacterial infection. Some children may have problems such as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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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ed symptom duration, recurrent attacks and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immunology, and microbiology, a series of impor-
t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treatment research of pediatric PBB.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spiratory microbiome of pediatric patients, the microbial composition and changes have 
been revealed,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personalized treat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in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guidance for clin-
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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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Protracted Bacterial Bronchitis, PBB)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主要表现

为持续性咳嗽超过 4 周，并伴有黏液或黏液脓性痰的儿童患者。国外研究发现引起 PBB 的病原菌主要包

括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卡他莫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未分型流感嗜血杆菌最常见[1] [2] [3]；
而国内研究则发现以肺炎链球菌最为多见，其次为副流感嗜血杆菌或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4] [5]。
研究显示[4]，PBB 多见于婴幼儿，尤其是 1 岁以内婴儿，因婴幼儿不会咯痰，早期症状较轻，易被忽视，

且对本病的认识不足，抗感染疗程不足，易致病程迁延。因此，对于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治疗

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对于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治疗策略也在不断

地演进和完善，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抗生素治疗、支气管扩张剂、镇咳药等药物治疗以及物理治疗

等，但抗生素滥用和细菌耐药性问题增加，单一使用抗生素治疗已经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6]。因此，寻

找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旨在系统地总结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治疗

的研究进展，探讨不同治疗策略的优缺点，为临床医生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指导临床实践，并为进一步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治疗 

2.1. 抗生素的选择与疗程 

抗感染治疗是 PBB 的关键治疗手段，抗生素的选择应基于当地的细菌病原谱，且在治疗前进行标本

送检获取病原菌显的很重要，但由于大部分咳嗽儿童年龄小，不会排痰[7]，因此很难获取可靠的下呼吸

道分泌物，因此可以根据当地既往研究的病原学分布特点进行经验性用药，截至目前为止研究推荐均以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为一线用药，头孢类或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作为备选，特别是对于青霉素过敏者可作

为首选。李银等学者[5]研究显示，治疗 PBB 最重要的手段是抗感染，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菌检出以肺炎

链球菌最为常见，其次为副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药敏结果显示主要检出细菌对阿莫西林/棒酸、

三代头孢均有较高敏感率，推荐以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口服 2 周疗程为一线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患儿

经过静脉及口服序贯疗程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咳嗽均缓解。李嫦嫦等学者[8]研究发现，对主要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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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进行药敏检测结果显示肺炎链球菌对左氧氟沙星、三代头孢均有较高敏感性，流感嗜血杆菌及金黄色

葡萄球菌对阿莫西林、头孢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存在较高敏感性，但均对青霉素有较高耐药率。学者

推荐以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口服 2 周为 PBB 的一线治疗，大环内酯类或头孢类可作为备选，接受 2~4
周抗感染治疗，对抗感染治疗 4 周无效或咳嗽缓解后频繁复发的病例，则需进一步检查。欧洲呼吸学会

也建议[9]，在患儿接受抗生素治疗 2 周后若仍存在持续咳嗽症状，可以将治疗时间延长到 4 周，建议首

选阿莫西林或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治疗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因其相对窄谱、价格实惠，并且对常见病原

体敏感，如果患儿存在青霉素过敏或其他问题时，可以考虑口服第 2 代头孢菌素或大环内酯类药物。

Gross-Hodge E 等学者[10]对 66 例儿童 PBB 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治疗 2 周相比，抗生素治疗 3~4 周

在咳嗽复发率和 PBB 复发率方面未显示统计学差异，然而，相比治疗 2 周，治疗 6 周的 PBB 复发率较

低。Ruffles T J C 等学者[11]对 2017 年 3 月 8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 106 例儿童 PBB 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治疗儿童 PBB 时，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进行 2 周疗程与 4 周疗程的比较发现，在第 28 天

的临床治愈率方面，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治疗 4 周的患儿在湿性咳嗽复发方面表

现出显著的优势，其复发时间明显延后于 2 周疗程组。 

2.2. 其他治疗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索联合用药或选择联合中医治疗 PBB 的有效性，范立东等学者[6]对 200 例 PBB
患儿进行研究，一组单使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治疗，一组加用枳桔二陈汤治疗，研究发现，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混悬液可有效抑制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

生物利用度高，但疗程较长，且部分患儿疗效不佳，而加用枳桔二陈汤可以起到杜绝痰湿之源，燥湿化

痰，以助脾运的效果。沈锦霞等[12]学者提出了使用槐杞黄颗粒、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干混悬剂、氨溴索

口服液联合治疗，研究指出，槐耳菌质作为槐杞黄颗粒的主要成分之一，具有强大的抗炎、改善组织微

循环、增强机体免疫力及促进组织修复功效的作用，且研究发现，加用槐杞黄颗粒的患儿 PBB 复发率低，

不良反应少。侯凡等学者[13]提出了使用药用人参、生黄芪、白术、茯苓、五味子、桑白皮等中草药进行

治疗，研究发现，患儿服药后，咳嗽、咳痰基本消失，余证皆消，随访 1 个月，未见复发。 
除了中药治疗外，傅大干等学者[14]提出了细菌溶解产物治疗，除了常规抗感染治疗外，加用细菌溶

解产物制剂治疗，细菌溶解产物能提高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的免疫球蛋白和 T 细胞亚群水平，从而改善

疗效，研究发现，服用细菌溶解产物后，能显著提高 3CD+ 、 4CD+ 和 4CD+ / 8CD+ 水平，随访发现加用该药

物可较好预防 12 个月内呼吸道再发细菌感染。汪纯权等学者[15]提出了乙酰半胱氨酸溶液联合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钾治疗，乙酰半胱氨酸溶液可以分解痰中的黏性成分如黏多糖、黏蛋白，使痰液溶解、黏度降

低，易于咳出外，还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和抗生物膜等，对被膜下细菌也有一定的杀菌作用，可改善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预后，研究发现，乙酰半胱氨酸溶液可以改善 PBB 患儿免疫状态，提高

痊愈率，缩短病程，减少抗生素使用时间，且安全性较高。薛晋玲等学者[16]也提出了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治疗，研究中给予患儿头孢曲松与乙酰半胱氨酸溶液治疗，乙酰半胱氨酸经雾化吸入后药液微粒直达气

道及支气管腺体，促使黏液蛋白分子双硫键断裂，分解黏液蛋白，降低痰液黏稠度，加快痰液排出，还

可破坏细菌生物被膜，起到协同抗菌作用。研究发现，头孢曲松联合乙酰半胱氨酸有助于调节 PBB 患儿

转录因子 GATA3、T-bet 表达，头孢曲松可降低中性粒细胞趋化活性，阻碍炎性介质生成，产生抗炎作

用，乙酰半胱氨酸可纠正机体氧化/抗氧化系统失衡，释放大量免疫蛋白及补体，抑制致炎因子表达，缓

解炎症反应。 

3.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的预防及预后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作为一种儿童期较为常见的慢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其预防及预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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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预防方面，通过接种 10 价肺炎球菌一流感嗜血杆菌蛋白 D 结合疫苗，为儿童提供有效的保

护，该疫苗不仅对肺炎球菌引起的感染具有较好的覆盖率，而且还对流感嗜血杆菌的感染有显著的预防

效果。肺炎球菌作为常见的支气管炎致病菌之一，其感染不仅可导致急性病程，还可能为支气管炎的迁

延性进展奠定基础，通过 10 价肺炎球菌疫苗的接种，儿童的免疫系统得以更全面、更有效地应对此类病

原体的侵袭，从而降低了发病风险。此外，有效的环境管理和个体防护也是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

预防的关键策略之一，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避免空气污染源的存在，有助于减少

致病微生物在环境中的传播，从而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大多数患有 PBB 的患儿预后良好，但容易复发，国外有研究显示为期 2 年的随访发现 PBB 的复发

率高达 43.5% [17]，如果未经治疗或复发频繁，PBB 可能会逐渐演变为慢性化脓性肺疾病，甚至发展为

支气管扩张症。国外一项为期 5 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18]，194 例儿童中，67.5%的患者有持续症状，

9.6%的患者有支气管扩张。Wurzel D F 等学者[19]研究也显示，161 名 PBB 儿童(66%为男孩)中，有 13
名被诊断患有支气管扩张(8.1%)，近一半的 PBB 患者(43.5%)曾反复发作(>3/年)，支气管扩张的主要危险

因素包括下气道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和 PBB 反复发作，与未感染流感嗜血杆菌相比，感染流感嗜血杆菌导

致支气管扩张的风险高出七倍以上。 

4. 小结 

儿童迁延性细菌性支气管炎是一种儿童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抗生素是 PBB 治疗的基石，大多

研究推荐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口服治疗 2~4 周。除了抗生素治疗外，中医治疗结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案，其通过中药的整体调理和抗生素的抗菌作用相结合，有助于改善患儿的症状和

预防复发。细菌溶解产物治疗也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通过促进支气管炎症状的缓解和细菌清除，

显示出潜在的治疗前景。此外，乙酰半胱氨酸溶液联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治疗、头孢曲松与乙酰半胱

氨酸溶液治疗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治疗方案，通过不同的途径干预炎症和细菌感染，为儿童迁延性细

菌性支气管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但当前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设计不够严谨，对于这些

治疗方法的长期疗效、副作用等方面的评估尚不完善，需要更多的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试验来支持。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包括更深入地探究各种治疗方法的作用机制，加强不同治疗方法的比较研究，以及

进一步完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的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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