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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人改变不了医生，但可以改变自己，为此迈出的第一步，是走向健康的一步，起点，可以从阅读《
健康生活完全指南:慢性支气管炎》开始。每一个人，不论健康与否，平日都应努力缩小和医生问的信
息沟壑，而非疾病来临时，将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医生。这看似轻松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懒惰，是
以弱势自居，放弃了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最好的医生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最好的病人是和医生一起
努力的。最好的病人，会运用自己能控制的力量，去发现、主宰自身可以左右的那部分，有些视角，
可能是医生不会关注也永远触及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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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认识指南人体呼吸系统是怎样构成的人体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两部分组成，执行机体和外界进行气
体交换的任务。呼吸道包括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临床上将鼻腔、咽、喉称为上呼吸道，气
管和支气管称为下呼吸道。呼吸道壁内有骨或软骨支撑，以保证气流的畅通。肺主要由支气管反复分
支及其末端形成的肺泡共同构成。人体吸入空气，气体进入肺泡内，在此与肺泡周围毛细血管内的血
液进行气体交换，氧气透过肺泡进入毛细血管，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而各器
官组织产生的代谢产物，如二氧化碳，再经过血液循环运送到肺部，然后经呼吸道呼出体外。肺的结
构是怎样的肺是由支气管反复分支形成的，呈树状，表面被一层光滑的浆膜（脏层胸膜）覆盖。左、
右支气管在肺门分成第二级支气管，第二级支气管及其分支所辖的范围构成一个肺叶；每支二级支气
管又分出第三级支气管⋯⋯如此反复分支可达23～25级，最细的分支称为细支气管，其末端的细小囊
状物称为肺泡。各级分支以及肺泡之间都有结缔组织的间质所填充，血管、淋巴管、神经等均分布在
内。肺泡的间质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血液和肺泡内的气体以此进行交换。慢性支气管炎的症状慢性
支气管炎是一种由物理、化学刺激引起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炎性病变的疾病，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
和气急。据统计，在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人里约有15％患此病。患者通常有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咳
痰史；喘息可常年存在，有加重期；有肺气肿及肺心病体征，两肺常可闻水泡音。慢性支气管炎多发
生在秋冬寒冷季节，早期症状轻微，在天气转暖后逐渐缓解，与过敏无关。晚期由于炎症加重，症状
也会长年存在。此病最终可并发肺气肿、肺动脉高压及右心肥大等病症，严重影响劳动力和健康。慢
性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慢性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主要如下：1.咳嗽、咳痰或伴喘息，每年发病3个月，
连续2年或以上。2.每年发病不足3个月，但有明确的客观检查依据（如x线片、呼吸功能测定等）证实
。3.有疑似慢性支气管炎症状，但已排除其他心、肺疾病（如肺结核、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癌、心
脏病等）。哪些因素易引起慢性支气管炎外因1.吸烟。国内外研究均证明，吸烟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发
生有密切关系。吸烟时间愈长，烟量愈大，患病率也愈高。通常患者在戒烟后可使症状减轻，病情缓
解，甚至痊愈。2.感染因素。感染是诱发慢性支气管炎的重要因素，主要为病毒或细菌感染，病毒以
鼻病毒、黏液病毒、腺病毒等为多见。病毒或病毒与支原体混合感染损伤气道黏膜后可继发细菌感染
。从痰培养结果发现，以流感嗜血杆菌、肺炎球菌、甲型链球菌及奈瑟球菌四种细菌为最多见。感染
虽与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有密切关系，但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其为首发病因，只能确定它是慢性支
气管炎的继发感染和病变加剧的重要因素。3.理化因素。如烟雾、粉尘、大气污染（如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氯气、臭氧等）的慢性刺激。经相关数据证实，接触工业刺激性粉尘和有害气体的人群，慢
性支气管炎患病率远高于不接触人群。4.气候。寒冷是诱发慢性支气管炎的另一重要原因。慢性支气
管炎发病及急性加重常见于寒冷季节（如冬天），尤其是在气候突然变化时。冷空气会刺激并减弱上
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引起支气管平滑肌收缩、黏膜血液循环障碍和分泌物排出困难等，因此极易
继发感染。5.过敏因素。据调查，在部分喘息性支气管炎患者痰液中嗜酸粒细胞数量与组胺含量都有
增高倾向，说明此病与过敏因素有关。尘埃、尘螨、细菌、真菌、寄生虫、花粉以及化学气体等，都
可能成为致病的过敏因素。内因1.呼吸道局部免疫功能低下。正常人的呼吸道具有完善的防御功能，
会对吸入的空气进行过滤、加温和湿润。气管、支气管的黏液纤毛运动，以及咳嗽反射等，能净化并
排除异物和过多的分泌物；细支气管和肺泡中分泌的免疫球蛋白A（IgA）有抑制病毒和细菌作用。因
此，在正常情况下，下呼吸道始终保持无菌状态。如果全身或呼吸道局部的免疫功能减弱，就可为慢
性支气管炎发病提供潜在的条件。老年人常因呼吸道免疫球蛋白减少，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功能衰退等
，致使患病概率增高。2.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当呼吸道副交感神经反应增强时，即使对正常人不起作
用的微弱刺激，也可引起支气管收缩痉挛，致使分泌物增多，产生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综上所
述，当机体抵抗力减弱，并且呼吸道存在一定程度敏感性（易感性），再加上有一种或多种外因长期
反复的作用，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慢性支气管炎。如长期吸烟会损害呼吸道黏膜，从而导致慢性支气
管炎发病率大大提高，甚至有发展成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或慢性肺心病的可能。慢性支气管炎会遗传吗
慢性支气管炎不是遗传性疾病。只有当机体抵抗力减弱，并且呼吸道存在一定程度敏感性（易感性）
，再加上有一种或多种外因长期反复的作用，才可能发展成为慢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会传染吗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不是传染病，所以不会传染。但是当慢性支气管炎伴有绿脓杆
菌、克雷白氏菌、金葡菌等毒力较强而且耐药的细菌感染时，患者咳出的痰液中将带有这种细菌，并
且扩散在空气中，机体抵抗力较弱的人此时可能会被感染，但不能因此认定慢性支气管炎是传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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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慢性支气管炎会变肺癌吗现在尚无可靠证据表明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有必然联系。若患者有长
期吸烟史，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但这并不等于慢性支气管炎会引起肺癌。吸烟和慢性支气管炎发病
关系密切研究证明，吸烟者患慢性支气管炎的概率比不吸烟者高出约10倍，且吸烟时间越长、量越大
，患病率就越高。据统计，每日吸烟量40支以上者，患病率高达75.3％。因为烟草中含有焦油、一氧
化碳、一氧化氮、氰氢酸、丙烯醛和尼古丁等多种有害物质。动物实验证明，吸入烟雾后，动物神经
兴奋度增加，支气管平滑肌痉挛，呼吸道黏膜纤毛运动能力减弱，支气管黏膜下腺体细胞增多、肥大
，分泌黏液过剩，减弱了呼吸道自身清洁的能力；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令肺泡中吞噬细胞功能减
弱⋯⋯同理，经常吸烟的人，也会产生支气管黏膜纤毛脱落、黏液腺增生、支气管痉挛等现象，极易
受病菌感染。尸体解剖发现，所有吸烟者都会有小支气管病变，主要表现为支气管黏膜损伤、管壁发
炎、纤维性变、分泌黏液的腺体细胞增多等，其中以小支气管发炎尤为突出。总之，长期吸烟可形成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相反，戒烟则可使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病情减轻，甚至逐渐痊愈。慢性支
气管炎的易患因素有哪些1.年龄随着年龄增长，肺功能日益减退，抵御致病因子（微生物感染和空气
污染物）的能力也随之减退，且由于整个呼吸道的防御功能也逐渐减弱，整个机体的免疫力也日渐降
低。譬如说，年轻时偶尔感冒，即使不去治疗，只要多休息，多饮水，几天后也就自然痊愈了。而老
年人则大不相同，若不及时对症治疗，等到痰色由白变黄，感染可能就已延及下呼吸道，引起急、慢
性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了。据全国普查发现，44岁及以上人群的慢性支气管炎平均患病率是4％，
而50岁以上人群就升高到15％了，可见慢性支气管炎有增龄性。2.气象条件气温越低，慢性支气管炎
的发病率也越高。我国每年10月末到次年3月气温最低，患慢性支气管炎的可能性也最大。北方的天气
比南方寒冷，所以北方地区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比南方地区要高。日夜温度差别越大，慢性支气管
炎的发病率也越高，因此，山区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比平原地区高，取暖条件差或无取暖条件的地
区的居民容易患支气管炎。因此，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是预防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措施。3.营养条件营
养条件差，蛋白质（肉、蛋、鱼、豆制品）摄入不足，使血液中的蛋白质（包括白蛋白，球蛋白）含
量降低，导致体内抵抗微生物的抗体形成减少，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免疫力降低了，所以就容易患慢性
支气管炎了。此外，缺乏维生素，特别是缺乏维生素A及维生素D，易使呼吸道抵抗力降低，也容易
患慢性支气管炎。所以，此病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发病率高。4.居住条件住房拥挤，冬天取暖条件
差的人群，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较高。由于人多，导致室内空气混浊，只要同一房间内任一个人罹
患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就很容易通过空气传染给其他人。哪些职业易诱发慢性支气管炎研究发现，
因工作需要经常接触蒸汽、粉尘和烟雾职业的人容易罹患慢性支气管炎。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易患慢性
支气管炎因为老年人呼吸道防御功能退化，免疫球蛋白减少，这为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提供了潜在条
件。

Page 6



《健康生活完全指南》

编辑推荐

《健康生活完全指南:慢性支气管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Page 7



《健康生活完全指南》

精彩短评

1、给奶奶买的，还行吧。
2、妈妈很认真的读了这书，说很实用，人最怕无知，这个教会了她自己如何注意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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