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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会“烧”出肺炎吗 
雷  霆 

（四 0 四医院呼吸内科  四川绵阳  621000） 

发烧的医学术语也叫做发热，发热只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症状，

而且导致发热的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感染有流感、肺炎、感

冒、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胃肠道感染等等。其中，肺炎是一种常见

的呼吸系统感染疾病，因细菌、病毒、真菌、非典型病原体等致

病微生物侵入导致。而我们通过临床调查得知，发烧和肺炎之间

存在紧密关系。但发烧真的会“烧”出肺炎吗？下面我们进行详

细介绍。 

1、什么是发热？ 

发热指的是人体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使散热减少或产热增多，

从而导致体温升高超出人体正常范围。一般情况下，体温超过正

常体温的 0.5℃，即体温超过 37.3℃，可考虑为发热。但测量的体

温数值会因监测部位的不同而出现偏差，比如对腋窝、前额、口

腔以及耳内等部位的监测。 

2、什么是肺炎？ 

肺炎是一种因病原体、免疫损伤、药物过敏以及理化等因素

而导致的肺部感染，会使人体出现呼吸困难、食欲不振、咳嗽、

精神萎靡以及发热等症状。其中，比较常见的肺炎为细菌性肺炎。 

很多人对肺炎的认知比较简单，觉得肺炎就是肺里面存在炎

症，只要进行消炎就能恢复。但肺炎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于本身肺部存在疾病、幼儿以及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肺炎

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当患者被确认为肺炎时，就需要根据医

生的安排及时进行治疗和护理。 

3、发烧会“烧”出肺炎吗？ 

（1）肺炎可能会伴有发热，但不是发热导致肺炎。我们人体

出现发热症状的病因有很多，比如感染、恶性肿瘤、结缔组织病

以及与药物有关的发热等。其中，比较常见的病因是发热，例如：

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其会出现咽痛、发热以及鼻塞等情况，若患

者的抵抗力较低，或者细菌病毒的入侵力比较强大，就有可能会

转化为肺炎或者气管支气管疾病，进而出现气急、胸痛、高热以

及咳嗽等症状；还有胃肠道感染、尿路感染以及皮肤感染疾病也

会引起发热，当病情比较严重时，细菌病毒会进入血流并使肺部

受到波及，从而引发肺炎。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烧会“烧”出肺炎

的原因，但真正的病因是我们肉眼无法看见的细菌病毒，而发热

只是我们出现感染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 

（2）肺炎不一定会发热。即患者患有肺炎后，也可能会不咳

嗽也不发烧。一些患者尤其是小孩在患有肺炎时，不会出现发烧

和咳嗽的现象，只是精神状态会比较差，而当患者的不适症状越

来越重时，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嗜睡等症状，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患者立即去医院就医，医生会通过查体听肺部啰音以

及拍片等手段来进行检查和确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患者患有肺

炎时，对抗生素类药物不建议在家自行服用，因抗生素的服用只

对细菌感染有效，而肺炎不全是细菌感染，也有可能使支原体感

染和病毒感染，因此，需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和护理，然后

对水分和营养进行适当的补充，并确保充足的睡眠，以此加快身

体的恢复速度，尽快恢复健康。 

（3）发热并非一定有害。我们大多数人都比较害怕发热，尤

其是父母，非常害怕孩子出现发热症状。因此，只有孩子一发热，

就忙着给孩子吃药打针，当烧退下来以后，就认为孩子的病好了。

但实际上，人体出现发热症状时，是对致病因子进行防御的一种

重要反应，而且适度的发热对人体免疫系统抵抗力的提升和病菌

的消除非常有利。因此，对于 38.5℃以下的发热，并不需要采取

退热措施进行处理。另外，人体见烧就治只会对病情进行掩盖，

对疾病的治疗非常不利。但对发热情况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若出现体温过高或持续不退情况，同时伴有频繁的咳嗽、严重的

精神萎靡以及呼吸困难症状时，就需要立即采取退烧措施进行降

温，然后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 

（4）持续高热的病因。当我们人体出现持续高热症状时，首

先不是进行单纯的退热，而是要对发热的病因进行寻找以及解决。

虽然发热是机体对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但持续性的高热对人

体是有害的，它会使机体对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消耗增加的同时也

会使心脏和肺部的负担加重。比如脑炎、脑膜炎等因中枢性感染

性疾病所引起的持续高热现象。这种疾病会出现发热症状，但引

起发热和大脑损伤的原因是因为中枢受到感染导致，并不是发热

引发大脑损伤，因此，人体在出现持续高热症状时，就需要立即

去医院进行检查，将病因寻找出来的同时进行积极的治疗。以免

耽误病情。 

总的来说，引起发热的病因非常多，而肺炎只是比较常见的

一种。还有肺炎的症状也比较多，而发热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

状。因此，我们应当对发热进行科学、客观了解的同时对肺炎的

认识也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