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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第一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包括
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一组疾病，其特点是均具有气流阻塞并缓慢进行性发展，可伴有气道高反应
性。慢性阻塞性肺病是我国最常见导致呼吸衰竭的病因；而在COPD和肺心病死亡原因中，呼吸衰竭
引起的肺性脑病又是首位死因。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是指气管、支气管粘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
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上以咳嗽、咳痰为主要症状或伴有喘息及反复发作的慢性过程为特征。病情若
缓慢进展，常并发阻塞性肺气肿，甚至伴发肺动脉高压、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是我国常
见病，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患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50岁以上者可高达15％左右。一、病
因慢性支气管炎确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当机体抵抗力减退时，在气道存在不同程度敏
感性（易感性）的基础上，有一种或多种外因存在，长期反复作用可发展成为慢性支气管炎。1.吸烟 
吸烟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时间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多，
患病率越高。减少吸烟或戒烟可使症状减轻或消失，病情缓解，甚至痊愈。长期吸烟者易引起支气管
粘膜鳞状土皮化生，纤毛变短而不规则，粘膜腺体增大、肥大和支气管痉挛，易引起支气管感染。动
物实验也证实，吸烟后①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使支气管收缩痉挛；②呼吸道粘膜上皮细胞纤毛运
动受抑制；③支气管杯状细胞增生，粘液分泌增多，减弱了气道净化能力；④支气管粘膜充血、水肿
、粘液积聚，肺泡中的吞噬细胞功能减弱，亦易引起气道感染。2.感染因素 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慢性支气管炎首次发病时有受凉、感冒史者达56％～80％，因受凉、感冒而
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或复发加重者达60％～90％。病毒、支原体和细菌均可能是引起感染的因
素。病毒以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多见，在流感流行季节以流行性感冒为主。细菌感染往
往在病毒或病毒与支原体混合感染，损伤气道粘膜基础上诱发。细菌感染以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
菌、甲型链球菌和奈瑟球菌四种最多见。感染虽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但尚无足
够证据说明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首发病因，一般认为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感染和加剧病变发展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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