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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听说过哮喘，但是对这个疾

病的了解却不多，本文科普关于哮喘的知识。

哮喘概况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性疾病，是因气道

炎症所引发的一种疾病。在我国 18 岁以上

成年人中，哮喘的患病率高达近 2%。此病

的发病分布特点之一是具有家族聚集性，也

就是说，如果家中有人得过哮喘，那么家中

其他成员罹患此病的风险则会高于家中无人

得过此病的人。此外，吸烟、肥胖、过敏性

鼻炎或结膜炎、湿疹等群体罹患此病的风险

都高于无上述情况的群体。

哮喘的诱因

引发哮喘的诱因有很多种，比如遗传因

素、环境及气候因素、呼吸道感染、运动、

心理及精神因素、微量元素缺乏、药物因素

等均可诱发此病。

遗传因素 此因素是诱发哮喘的主要原

因，但是并不是直接原因。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分成两种，一种是

病原性环境因素，是指在带有病原环境下生

活易引发哮喘，比如家中养带毛的宠物，或

对花粉过敏等，再比如人们接触油漆、染料

等。另一种是非病原性环境，即是指生活环

境中并无引发哮喘发病的病原性因素，主要

包括吸烟及空气污染。

饮食因素 常食用鱼虾等食物，也有可

能引发哮喘。

气候因素 是指温度、湿度或是风力的

骤变均可对气道产生刺激，进而引发哮喘

发作。

运动因素 患有过敏性鼻炎或是哮喘的

患者在运动之后病情均易出现反复。但这

也并不意味着哮喘患者无法运动，只是要

选择运动量较小、不剧烈的运动，如游泳

或快走等。

呼吸道感染因素 呼吸道感染是诱发哮

喘发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若过敏性鼻炎患者

发生呼吸道感染时（如细菌、支原体以及病

毒感染）则有可能会诱发哮喘。此外，如果

本身已经患有哮喘者在出现呼吸道感染以

后，症状会持续加重。

心理及精神因素 相关研究显示，心理

及精神因素也会增加罹患哮喘的风险。同时，

对于已经得了哮喘的患者而言，长期处于高

度紧张的状态时会加重哮喘症状。

微量元素因素 人体缺乏微量元素时，

如缺锌、缺铁都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进

而增加罹患哮喘的风险。

药物因素 一些药物可能会诱发哮喘发

作。药物对哮喘发作的影响可分为两种，一

种是非特异性过敏，主要是因使用交感神经

阻断药物所致，如普萘洛尔。另一种是特异

性过敏，主要是由生物制剂所致。

哮喘的症状

通常情况下，哮喘发作前会有先兆性症

状，在发作时根据病情的轻重也可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哮喘，不同程度的哮喘症状也有

所差别，而且绝大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发作时

还会伴随一些其他症状。

先兆症状 主要表现为鼻塞、眼痒及打

喷嚏。

轻度哮喘 主要表现为上楼、走路时有

气息不足或气短等情况。部分患者可伴有焦

虑，呼吸频率也会有所增加，有时也会伴有

轻微哮鸣音。

中度哮喘 主要表现为稍微活动就可感

到气短及气息不足，很难一口气说完完整的

一句话。患者还会伴有剧烈咳嗽、呼吸频率

增加的情况，肋间隙、锁骨上窝及胸骨上窝

均有可能出现凹陷，哮鸣音较响亮。

重度哮喘 不论采取何种体位均可感到

明显的气短及气息不足，只能一个字一个字

的讲话，焦虑情绪较重，呼吸频率、心率均

显著增加，哮鸣音响亮。

此外，哮喘等伴随症状包括盗汗、发热

以及咽痛、咽痒、乏力及下肢水肿。

预防方法

预防哮喘要注意戒烟、控制体重、保持

平和乐观稳定的情绪、避免接触可能诱发哮

喘发作的过敏原，同时也要保持室内清洁，

如开窗通气保持空气新鲜等，这些举措均有

助于预防哮喘发作。

众所周知，肺结核是一种慢性消耗性

传染病，治疗结核病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抗

结核药物，同时患者需要摄入丰富的饮食

营养，可对疾病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通

过饮食疗法，患者可提高机体免疫水平，

增加机体的免疫力，促进早日康复。如果

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身体的耐受性不

良，导致治疗中断，将会严重影响肺结核

的治疗效果。因此，除了积极进行抗结核

药物的治疗之外，还要做好肺结核患者的

饮食调养及日常行为宣教，这对于患者的

康复及避免疾病传播，也至关重要。

均衡饮食

医生要鼓励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热量、

高维生素的饮食。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动物性食物主要

包括鱼、虾、蟹、鸡肉、鸡蛋、鸭蛋等，

及牛奶、羊奶等乳类食物。植物性食物包

括豆类食物，如黄豆、青豆、黑豆、豆腐、

豆浆等。动物性蛋白质的生理价值高，当

然最好吃动物性蛋白质，但同时也要补充

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价格也相对便宜，

大豆和豆制品是物美价廉的食物，这类食

物比起肉来更加便宜，可根据自己经济条

件来选择。

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这类食物主要包括

新鲜蔬果、杂粮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Ｃ，

能够提高人体的抵抗力。胡萝卜中的维生

素Ａ也能对气管产生保护作用。富含维生

素的食物包括：苹果、梨、橙子、橘子、柚子、

枇杷、椰子、无花果、甘蔗、红枣等水果，

以及丝瓜、藕、荸荠、山药、百合、莲子、

白萝卜、胡萝卜、芹菜、番茄、紫菜、菌菇、

木耳等蔬菜，米、面、玉米等谷类，花生、

核桃、榛子、瓜子等干果类食物。对于肺

结核患者来说，这些食物既能够补充维生

素和纤维素，又可以润肺止咳、改善症状。

同时，患者应摄入富含钙、铁和锌的食品，

从而帮助结核病灶钙化，特别是咯血患者

应增加铁质摄入，以补充损失的血红素。

牛奶、豆腐、芝麻、虾皮、海带等富含钙

质的食物及瘦肉、紫菜、坚果、豆类等富

含铁元素的食物，都适宜肺结核患者补充

微量元素。

患者饮食要注意尽量多样化，不吃刺

激性食物。食物多样性体现在同类食物可

更换品种、烹调方法，主食包括米、面、

杂粮，副食包括荤、素、菜汤，并注重色、

香、味、形。

对结核病患者来说，任何症状都会使

组织蛋白和热量严重消耗，因此在食物蛋

白和热量的供应上都要高于正常人，以奶

类、鱼虾、瘦肉、豆制品等食物作为蛋白

质的来源。对一般结核病患者来说，饮食

原则上要吃的可口，食物搭配要有食欲、

营养丰富，易于消化，不伤胃口，同时要

注意清洁卫生、不引起腹泻及消化道传染

病。当患者病重发烧时，可食用易于消化

的流质、半流或松软食物，如汤面条、牛

羊内、稀饭、藕粉、豆浆、鸡汤、桔子、

西红柿等，少食多餐。在疾病恢复期，患

者食欲恢复，活动量逐渐增大，必须加强

营养以加速疾病的康复，要加倍补充高热

量、高维生素、高蛋白食物，如鸡蛋、牛奶、

瘦肉、鸡鸭、鱼类以及各类新鲜蔬菜水果。

在三餐之外，患者还可补充果汁、糕点、

奶粉。

饮食注意

注重清洁卫生 忌不卫生、易导致腹泻、

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口服抗痨药的患者一

定要忌烟酒。

少食用高脂肪食物 肺结核患者不应过

多摄入高脂肪的食物，如动物内脏、油炸

食品、奶油甜品、肥腻食品等。脂肪的消

化是通过肝脏分泌胆汁进行的，过多摄入

高脂肪食物，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而治疗

肺结核的药物也要通过肝脏进行代谢，一

旦肝脏不堪负荷，便会引发肝脏病变。

不宜多吃菠菜 肺结核患者不宜多吃菠

菜，原因是菠菜富含草酸。草酸进入人体后，

极易与体内的钙结合生成不溶性的草酸钙，

影响人体钙的吸收和贮存，造成人体缺钙，

从而延缓疾病痊愈。因此，肺结核患者应

少吃或不吃菠菜，如果想吃的话，可以把

菠菜在热水里焯一下，这样可以减少草酸

的摄入。

少喝咖啡和浓茶 咖啡和浓茶也不应多

喝。咖啡中的咖啡因和茶叶中的茶碱都会

使支气管平滑肌松弛，使其处于舒张状态，

增加排痰的难度。

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

休息是治疗肺结核的方法之一，在抗

结核药物问世以前，不少肺结核患者就是

通过充分的休息缓解病情的。休息可以减

少体力消耗，减少肺脏的活动，有利于延

长药物在病变部位存留的时间，以利于病

灶组织的修复，促使疾病治愈。

患者的休息程度依病情而定，急性进

展期、中毒症状明显或合并咯血时，应绝

对卧床休息。病情轻、症状少时也应注意

休息，每天不应少于 10 h 睡眠，生活要有

规律，否则病情易复发。 

生活方面，患者在卧床期间不宜过多

读书看报，要减少脑力消耗，症状减轻后可

适当起床活动。症状消失、病情明显好转后，

患者可适当室内活动、散步，要循序渐进，

不能操之过急。 

患者在室外活动要注意天气变化，冬季

注意保暖，预防感冒。不要到拥挤、人多、

有灰尘、废气的公共场所活动，以防刺激呼

吸道，加重症状或引起呼吸道并发症。

患者还要注意常开窗通风，勤换洗内衣。

病人的被褥等物品应在阳光下暴晒；结核病

患者严禁吸烟，会影响肺结核治愈，使病程

迁延；同时患者禁忌饮酒，酒能加重药物对

肝脏损伤，扩张血管，有诱发咯血的可能。

此外，患者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

或手捂住口鼻，不要和婴幼儿并头睡在一

起。食用餐具要注意卫生，经常消毒。最

好实行分餐制，专人专用。

哮喘防治知多少
▲ 四川省会理市人民医院  师贤洁

肺结核患者的饮食及日常行为指导
▲ 上海德济医院青岛大学上海临床医学院  马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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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预防哮喘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