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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哮喘性支气管炎概述



哮喘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涉及多种细胞特别是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T淋巴细胞的

参与。

该炎症在易感人群中引发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或咳嗽，与气道对多种刺激因子的高反应性

密切相关。

定义

发病机制

定义与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
主要症状包括反复发作的喘息、气促、胸闷和咳嗽，

多在夜间或凌晨加剧。发作时可伴有呼气流速受限，

可部分自然缓解或经治疗缓解。

诊断标准
基于临床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如肺功能测试、过

敏原检测等，综合判断确诊。

临床表现与诊断标准



易感人群及危险因素

易感人群

儿童、青少年及有家族哮喘病史的人群更易受

累。

危险因素

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如过敏原、空气污

染）和感染等，这些因素可单独或共同作用，

增加个体患病风险。



预防措施 避免接触过敏原：如尘

螨、花粉、宠物皮屑等。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烟、避免长时间暴露

在空气污染环境中。

加强锻炼，提高身体抵

抗力。

重要性：采取积极的预

防措施有助于降低哮喘

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和

严重程度，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同时，对于

已患病者，良好的管理

和预防措施也能减少急

性发作的次数，保护肺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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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与重要性



02
患者病情评估及监测



01 02 03 04

详细询问病史
包括病程、症状、过敏史

等，以全面了解患者病情

。

体格检查
观察患者呼吸状况，检查

肺部体征，评估病情严重

程度。

肺功能测试
定期进行肺功能测试，了

解患者肺活量、呼气流速

等指标。

炎症指标检测
通过血液检查等评估患者

体内炎症水平。

病情评估方法及指标



密切观察患者呼吸频率、深度及节律

，警惕呼吸困难等异常表现。

呼吸监测

定期测量体温，了解患者是否出现发

热等感染征象。

体温监测

关注患者心率与血压变化，评估循环

系统状况。

心率与血压监测

使用指脉氧仪等设备监测患者氧饱和

度，确保呼吸功能正常。

氧饱和度监测

生命体征监测技巧



注意患者是否出现突然加重的喘息、
气促、胸闷等症状，及时判断是否为
急性发作。

急性发作识别 急救处理

药物治疗 后续观察

立即给予患者吸氧、雾化吸入等急救
措施，缓解症状。

根据医嘱迅速给予抗炎、平喘等药物，
控制病情进展。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

急性发作识别与处理流程



预防感染

加强患者个人卫生管理，

避免接触感染源，降低感

染风险。

过敏源控制

明确患者过敏源，制定相

应避免接触过敏源的措施

。

规律用药

指导患者按时按量使用药

物，确保治疗效果。

定期随访

安排患者定期复诊，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并发症。

并发症预防策略



03 药物治疗管理与指导



糖皮质激素01

通过抑制气道炎症反应，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而降低气道高反应性，

达到控制哮喘症状的目的。

β2受体激动剂02

通过激活气道平滑肌上的β2受体，使平滑肌松弛，从而缓解支气管痉挛，

改善哮喘症状。

茶碱类药物03

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提高平滑肌细胞内的环腺苷酸(cAMP)浓度，拮

抗腺苷受体，增强呼吸肌的力量以及增强气道纤毛清除功能等，从而起

到平喘的作用。

常用药物类型及作用机制



03

个体化调整

根据患者的年龄、体重、肝肾功能等因素，制定个体化的用药

方案。

01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调整

轻度哮喘患者可使用较小剂量药物控制症状，中重度患者则需

增加剂量以达到治疗效果。

02

季节性调整

在哮喘易发季节，如春秋季节，可适当增加药物剂量以预防和

控制症状。

用药剂量调整策略



1

2

3

注意观察患者有无口腔溃疡、声音嘶哑、皮肤瘀

斑等不良反应，出现时应及时调整药物剂量或更

换药物。

糖皮质激素

心悸、骨骼肌震颤、低钾血症等为其常见不良反

应，应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钾等指标，必要

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β2受体激动剂

恶心、呕吐、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较为常见，应

定期监测血药浓度，确保用药的安全性。

茶碱类药物

不良反应观察与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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