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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不断从空气摄入赖以生存的氧，

向空气中排出二氧化碳，这一过程称为气

体交换。肺是气体交换的器官，为了持续

地进行气体交换，肺泡必须不断地吐故纳

新，称为通气。肺泡与其周围的毛细血管

进行空气与血流间的氧与二氧化碳的交换

称为换气，我们一般所指的肺功能检查是

指肺通气和换气功能，它是呼吸系统疾病

最常用最简便而非常有效的功能诊断和筛

查方法。具有无创、敏感度高、检测方便、

易于接受等优点。

肺功能检查用于哪些疾病

肺功能检查主要用于以下方面：1. 发

现早期肺、气道病变；2.鉴别慢性咳嗽；3.评

估肺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4. 评估心肺疾病

的疗效；5.评估胸、腹部外科手术的耐受力；

6. 劳动强度、耐受力的评估。

 如果你经常呼吸道感染、咳嗽久治不

愈、长期吸烟、季节性咳喘、接触污染空气，

或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肺部

疾病，那么肺功能检查就是你的健康必备。

此外，它还常用于评估手术风险、药物疗效

及健康体检中。

肺功能检查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1. 检查前 6 小时避免吸烟、饮咖啡、

碳酸饮料、浓茶及停用感冒药、止咳药、平

喘药、抗过敏药、激素类药物等。

2. 检查前 2 小时应避免剧烈运动、建议

受检者静坐 15 分钟，待呼吸平稳后再进行

检查。

3. 受检者检查时需要穿宽松的衣物，以

免限制呼吸运动。

4. 准确告知医生自己的详细病史，个人

基本信息，以利于排除检查禁忌证和检查影

响因素。

5. 检查前患者可以先进行“吹气”练习

（深吸气后，再快速用力吹气，并持续 6 秒

不中断，如吹蜡烛，反复练习3~4次）；“憋

气”练习（深吸一口气，让空气充满胸部和

腹部，然后憋气，坚持5~10秒，再快速吹出，

反复练习 3~4 次）。

肺功能检查时 需怎么配合

肺功能检查时需要按照检查医生的指

令，做吸气、呼气、憋气等动作，就像吹气

球一样，检查时间一般在 10~20 分钟，你

只需要配合好医生就能有准确的检查结果。

提高肺功能的方法有哪些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规律作息，充分休息，戒烟；每日开窗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多补充优质蛋白

质饮食，多食新鲜蔬菜、水果，户外活动佩

戴口罩，注意保暖。康复呼吸训练促进肺功

能恢复可以进行以下呼吸锻炼 :

缩唇呼吸  闭嘴经鼻吸气；缩口唇做吹

口哨样缓慢呼气，同时收缩腹部。吸呼比为

1：2 或 1：3。可以防止呼气时小气道狭窄，

有利于肺内气体排出。

腹式呼吸  可取立位、平卧位或半卧位，

两手分别放于前胸部和上腹部。鼻吸气，最

大限度地向外扩张腹部，胸部保持不动；呼

气时，最大限度地向内收缩腹部胸部保持不

动，节律缓慢而深。每次持续 15-20 分钟，

3~5 次 / 天。

有氧运动  慢跑、徒步、太极拳、做瑜

伽等有氧运动对于锻炼肺功能都有益处，

肺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且

危害巨大，一旦确诊建议积极进行肺康复锻

炼。生活中也要注意远离各种致病因素，如：

吸烟、大气污染、化学性烟雾、职业性粉尘、

厨房油烟、细菌或病毒感染等。保持定期体

检肺功能，以便于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

一起守护肺健康！

肺功能检查：打开呼吸健康之门
▲ 山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   贾慧恒

肺炎是呼吸系统的一种常见疾病，主

要由于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而导致。

重症肺炎是一种肺组织炎症性疾病，症状

较重，病情可能会逐渐恶化。那么，重症

肺炎究竟有哪些早期信号？又该如何有效

应对呢？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层迷雾，守护

呼吸的健康防线。

重症肺炎的早期信号

持续性高热不退  重症肺炎的初期，

患者往往会出现高热，体温可能超过 39

摄氏度，且持续时间较长，普通退烧药物

难以迅速将体温降至正常，该种情况提示

着患者体内可能存在严重的感染。

咳嗽加剧，伴有浓痰  从轻微咳嗽到

频繁、剧烈的咳嗽，且咳出黄绿色或带血

丝的浓痰，是重症肺炎的另一个重要警示

信号。

呼吸困难，胸闷气短  随着病情发展，

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即便是轻微活

动也会加剧胸闷气短的症状。

精神状态改变  重症肺炎还可能影响

大脑功能，表现为嗜睡、意识模糊，甚至

昏迷，该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身体严

重缺氧而导致。

其他全身症状  重症肺炎可能伴随全

身症状。重症肺炎患者早期可能出现食欲

不振、体重减退、肌肉疼痛、皮肤苍白、

缺氧导致的皮肤发蓝等症状。

如何应对重症肺炎

及时就医  一旦发现上述任何早期信

号，出现重症肺炎的症状，特别是多种症

状并存时，应该立即就医，不可拖延，医

疗人员会根据患者症状、病情发展、整体

健康情况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遵医嘱治疗、住院治疗  根据医生的

指导，按时服药，完成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对于呼吸困难的患者，给予氧疗，保证身

体器官的氧供。重症肺炎患者通常需要住

院治疗。

针对性治疗  病毒性肺炎，一般需要

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对于细菌性肺

炎，一般要给予患者抗生素，通常选择起

效较快、抗菌谱高的抗生素，多数情况下

都是联合用药  对于真菌性肺炎，需要进

行抗真菌治疗。在治疗过程中，若患者有

过敏史，可以选择药敏来指导抗生素治疗。

支持疗法  重症肺炎患者需要保持良

好的营养，摄入均衡的营养，特别是富含

维生素 C 和蛋白质的食物，适量补充水分，

必要时通过静脉输液提供营养支持，从而

增强机体免疫力。

监测病情  定期监测生命体征，监测

体温、心跳频率、呼吸频率、血压等，便

于及时发现病情变化，防止患者出现感染

性休克情况。

康复锻炼  重症肺炎患者病情好转后，

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适当的康复训练，

患者可以进行慢走、慢跑、打太极、瑜伽

等活动，或者进行呼吸锻炼，有助于恢复

肺功能。

预防感染  预防胜于治疗。日常需要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比如，勤洗手、

戴口罩、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避免与

呼吸道感染患者接触等，还可以接种疫苗，

比如，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能够有

效降低感染风险。

总之，重症肺炎，这个看似遥远的词

汇，实则潜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了解重症肺炎的早期信号，并采取有

效的应对措施，可以将这份威胁降到最低。

我们应当记住，每一次呼吸都是生命的馈

赠，值得我们用心去呵护。让我们携手共

筑健康防线，让每一次呼吸都充满力量。

在医疗领域中，影像学检查是医生诊断疾

病的重要手段。面对多种多样的影像学检查项

目，如 X 线、CT、MRI（磁共振成像）、B 超、

PET-CT 等，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检查项目常常

让人感到困惑。正确的选择不仅可以提高诊断

的准确性，还能避免不必要的费用和潜在风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如何做出明智的

选择。

了解不同影像学检查项目的特点

了解不同影像学检查项目的特点和适用范

围是关键。

X 线检查是最常见和基础的影像学方法

之一。它价格相对较低，检查速度快，能够

清晰地显示骨骼结构，如骨折、脱位等。对

于胸部疾病，如肺炎、气胸等，也能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但 X 光对于软组织的分辨能力

较弱。

CT检查则像是X光的“升级版”。它可以

提供更详细的横断面图像，对于头颅、胸部、

腹部等部位的病变，如肿瘤、出血、炎症等，

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尤其是在急诊情况下，

如颅脑外伤、急性胸痛等，CT能快速给出关键

信息。

MRI具有出色的软组织分辨能力，对神经

系统、关节、肌肉等部位的病变诊断优势明显。

它对于早期的脑梗死、椎间盘突出、半月板损

伤等疾病的诊断准确性较高。但 MRI 检查时间

较长，费用相对较高，且对体内有金属异物的

患者不适用。

B超利用声波反射成像，对实质性脏器，

如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等，以及心

血管系统的检查具有独特优势。它无辐射、可

重复操作，常用于孕期检查和腹部疾病的初步

筛查。

PET-CT主要用于肿瘤的诊断和分期，能够

反映肿瘤的代谢活性，但价格昂贵，一般不作

为常规的筛查手段。

考虑自身的症状

选择影像学检查项目时，需要考虑自身的

症状和疾病的可能类型。

如果是外伤导致的骨折或关节脱位，X线

通常是首选。若怀疑有细微骨折或软组织损伤，

可能需要进一步进行CT或MRI检查。

对于头痛、头晕等神经系统症状，若怀疑

脑部有出血、梗死等病变，CT可作为初步检查；

而对于脑肿瘤、脱髓鞘疾病等，MRI则更具优势。

如果出现腹部疼痛，B超可用于初步筛查

肝胆胰脾肾等脏器的问题；若要进一步明确病

变的细节和性质，可能需要CT或增强CT检查。

此外，患者的身体状况也是选择的重要

因素。

例如，孕妇在孕期需要尽量避免辐射，因

此B超和MRI是相对安全的选择。而对于装有

心脏起搏器、金属假牙等的患者，MRI检查可

能受限。

经济因素也需要纳入考虑。不同的影像学

检查项目费用差异较大。在保证诊断准确性的

前提下，应根据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做出选择。

当然医生的建议是选择过程中最可靠的依

据。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史以及

初步的检查结果，综合评估后给出最适合的检

查建议。患者应与医生充分沟通，了解每种检

查的利弊，共同做出决策。

总之，选择适合自己的影像学检查项目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综合考虑症状、

疾病类型、身体状况、经济因素以及医生的

建议等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应积

极参与，与医生建立良好的沟通，以便能够

及时、准确地诊断疾病，为后续的治疗提供

有力的支持。

希望通过以上的介绍，能让您在面对影像

学检查选择时不再迷茫，更加自信和明智地做

出决策，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影像学检查项目
▲ 福建惠安县医院   吴伟鹏

重症肺炎的早期信号与应对
▲ 广东省和祐医院  赵晨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熊建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