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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胀概述
PART 01



定义与病因

肺胀的中医定
义
肺胀是指肺气胀满，

呼吸困难，常因久病

肺虚或外邪侵袭导致。

肺胀的常见病
因

肺胀与情志因
素
长期情绪抑郁或过度

忧思，可影响肺气的

宣发，诱发或加重肺

胀症状。

肺胀的病因包括长期

吸烟、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肺纤维化等。

肺胀与外邪关
系
外邪如风寒、风热侵

袭肺部，导致肺气不

宣，进而形成肺胀。



中医理论解释

肺与五脏的关系

肺胀的病因病机 根据中医理论，肺胀多由肺气虚弱、外邪侵袭引起，

导致肺失宣降，气滞血瘀。

中医认为肺与脾、肾等脏器相互影响，肺胀常与脾

肾功能失调有关，需整体调理。

辨证施治原则 肺胀的治疗需根据患者体质和病情的不同，采用不

同的辨证施治方法，如补肺、化痰、利水等。



症状表现

面色苍白或发紫，嘴唇、指甲床等部位可能出现紫绀，反映血液循环不良。

面色晦暗

患者常感胸闷、气短，活动后症状加剧，严重时可出现端坐呼吸。

呼吸困难

肺胀患者常伴有咳嗽，咳出的痰液多为白色泡沫状，有时痰中带血。

咳嗽咳痰

部分患者会感到胸部胀满不适，甚至出现胸痛，影响日常生活。

胸痛胸满

由于肺功能不全，患者可能出现下肢或全身浮肿，尤以傍晚时分明显。

浮肿



肺胀的诊断
PART 02



中医诊断方法

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象等外在表

现，中医师可以初步判断肺胀的病情

和体质。

望诊

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生活习惯等，

为肺胀的诊断提供重要线索。

问诊

中医师通过听患者的语音、呼吸声等，

了解肺部功能状态和病情变化。

闻诊

通过脉诊和按诊，中医师可以感知患

者体内的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状态。

切诊

01 02

03 04



现代医学检查

通过X光片可以观察肺部结构，发现肺气肿、肺大泡等

肺胀相关病变。

胸部X光检查
01

肺功能测试能评估呼吸功能，如肺活量、用力肺活量等，

对诊断肺胀有重要意义。

肺功能测试
02

测量动脉血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分压，评估呼吸衰竭和

气体交换功能。

血液气体分析
03

CT扫描提供更详细的肺部图像，有助于发现肺部肿瘤、

感染等其他可能引起肺胀的疾病。

胸部CT扫描
04



鉴别诊断要点

通过听诊、X光等检查，区分肺胀与肺炎、肺结核等其他肺部疾病的临床表现。

区分肺胀与其他肺部疾病

通过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排除心力衰竭等心脏疾病导致的类似肺胀症状。

排除心脏疾病引起的类似症状

通过肺功能测试，区分肺胀与COPD的气流受限和呼吸困难症状。

辨识肺胀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01

02

03



肺胀的中医治
疗

PART 03



辨证施治原则

治疗肺胀应遵循“急则治其标，缓

则治其本”的原则，结合患者体质

和病情轻重缓急进行施治。

肺胀可分为气虚型、痰湿型等不同

证型，治疗时需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选择相应方案。

根据中医理论，肺胀多由肺气虚弱、

痰湿内生等因素引起，需辨明具体

病因进行治疗。

肺胀的病因病机分
析 肺胀的辨证分型 肺胀的治疗原则



常用中药方剂

补肺汤是治疗肺胀的常用方剂，主要成分包括人参、黄

芪等，用于补肺益气，缓解呼吸困难。

补肺汤
01

苏子降气汤适用于肺胀伴有痰湿内阻的情况，方中苏子、

半夏等药物能化痰降逆，改善咳嗽气喘。

苏子降气汤
02

五苓散用于治疗肺胀伴有水饮内停，通过利水渗湿，减

轻胸闷、水肿等症状。

五苓散
03



针灸与推拿疗法

通过在特定穴位施

针，调节气血，缓

解肺胀症状，如使

用肺俞、膏肓等穴

位。

针灸治疗
运用推、拿、按、

摩等手法，改善肺

部血液循环，减轻

呼吸困难，如背部

推拿。

推拿手法
根据患者体质和病

情，选择合适的针

灸和推拿方法，如

实证患者多用泻法，

虚证患者多用补法。

辨证施治



肺胀的护理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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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调护指导

合理饮食

肺胀患者应避免辛辣、油腻食

物，宜食用清淡、易消化的饮

食，如粥、蔬菜等。

适度运动

根据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散步、

太极等轻度运动，增强体质，

改善呼吸功能。

情绪管理

保持乐观情绪，避免过度紧张

和焦虑，可通过冥想、音乐等

方式缓解心理压力。

环境调整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烟尘

和刺激性气味，为患者创造一

个舒适、安静的休息环境。



饮食护理建
议

01

肺胀患者应减少食

盐摄入，避免水肿

加重，建议每日食

盐量不超过5克。

低盐饮食

02

选择易消化、营养

丰富的食物，如粥、

面条等，以减轻消

化系统负担。

易消化食物

03

生冷食物可能刺激

气道，加重咳嗽和

呼吸困难，应尽量

避免食用。

避免生冷食物

04

可适量食用梨、蜂

蜜等润肺食材，有

助于缓解肺部干燥，

改善呼吸状况。

增加润肺食材



心理护理方法

通过耐心倾听和积极沟通，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

建立信任关系
运用心理辅导技巧，帮助患者识别和表

达情绪，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

情绪疏导
教授患者进行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放松

等方法，以缓解心理压力和身体紧张。

放松训练



肺胀的预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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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策略

肺胀患者应避免辛辣、油腻食物，

多吃清淡、富含维生素的蔬果，

以减少肺部负担。

合理膳食

定期进行如太极拳、散步等轻度

运动，增强体质，改善肺功能，

预防肺胀发作。

适度运动

识别并远离可能引起肺胀的过敏

源，如尘螨、花粉等，减少疾病

复发的机会。

避免过敏源



康复训练计划

通过吹气球、缩唇呼吸等方法增

强肺部功能，改善呼吸效率，促

进肺胀患者康复。

呼吸功能锻炼

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确保患者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

物质，支持身体恢复。

营养支持计划

安排适量的步行、太极等低强度

运动，帮助患者逐步恢复体力，

增强心肺耐力。

适度体力活动



随访与管理

定期随访有助于及时发现肺胀患者的病情

变化，调整治疗方案，防止病情恶化。

定期随访的重要性

01

指导患者戒烟限酒，合理饮食，适量运动，

以改善肺功能和整体健康状况。

生活方式的调整指导

02

提供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

态度，教育患者认识疾病，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

心理支持与教育

03



肺胀查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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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介绍

患者长期咳嗽、气短，查房时需注意其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

的变化。

病 例 一 ：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COPD）

01

患者有心脏病史，查房时应关注其心脏功能和肺部状况的相互

影响。

病例二：肺心病合并心力衰竭
02

患者呼吸困难，查房时需评估其肺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变化情况。

病例三：肺纤维化
03

患者刚完成肺癌手术，查房时要密切监测其术后恢复情况及并

发症的预防。

病例四：肺癌术后恢复期
04



查房流程与要点

通过询问和观察，了解患者呼吸困难

程度、咳嗽频率及痰液性质等，评估

病情变化。

评估患者病情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护

理措施，如体位引流、呼吸训练等。

制定护理计划
定期监测患者心率、血压、血氧饱和

度等生命体征，及时发现异常变化。

监测生命体征

检查患者用药情况，确保药物按时按

量正确使用，观察药物疗效及副作用。

药物治疗管理
向患者及家属提供疾病知识教育，指

导正确的呼吸技巧和生活方式改善。

健康教育指导



护理查房技巧

通过询问患者呼吸

困难程度、频率和

活动耐受性，评估

其呼吸功能状态。

01

评估患者呼吸
功能

定期监测患者的生

命体征，如心率、

血压、血氧饱和度，

及时发现异常变化。

02

监测生命体征

检查患者四肢水肿、

体重变化等体液潴

留迹象，评估病情

严重程度。

03

观察体液潴留
情况

指导患者进行呼吸

功能训练，如腹式

呼吸、缩唇呼吸，

以改善肺功能。

04

实施呼吸功能
训练

为患者提供心理支

持，解释病情和治

疗过程，增强患者

对治疗的信心和依

从性。

05

心理支持与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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