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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实验数据的统计，人们对现在医疗技术对于急性重症哮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方法: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018 年 11 月到同年 12 月期间接诊的部分急性重症哮喘患者为对象进行观察，用随机抽查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组，一个为对照组，一个为研

究组.观察结果对照组和研究组均有 5 例。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了相同的临床治疗，以及医院医疗设施的准确应用。在出院后对这例进

行随机抽取的方式，抽选出实验对象进行门诊采访。针对该病症成立的研究小组则对采访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甚至制作成表格或图形

的方式，方便研究小组人员进行观察对比。结果表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对急性重症哮喘患者的治疗效果还达不到应该有的效果，

我们还有待努力。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在医院的住院统计资料中，找到哮喘患者甚至

急性重症患者的登记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最好能制作

成表格或图形，方便人们进行观察对比。最好对哮喘患者身体的各

个方面进行一定的限制哮喘患者的数据量将会对统计分析造成很

大的困难。所以，理应在患者的各项条件进行限制。就像男女的实

际年龄、患病的年龄，要进行限制，方便数据的统计分析，对一些

数据要严格审计，比如患病后的治疗经历。 

1.2 方法：对本次研究的进行，我们的医护人员要加以重视，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对两组人员的基本情况做出调查研

究，保证本次研究的顺利进行。本次调查研究的具体措施为第一我

们要在研究之前让患者了解本次试验的具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第二

点我们在实施时对两组每天的数据进行统计，方便后期的观察和对

比。第三点成立延续护理小组，成员为 2 名临床医师、4 名护理人

员，均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即良好的沟通能力，组织相关培训，要

求小组成员参与，进一步强化疾病、护理等方面理论知识。第四点

我们在患者出院期间，我们要对患者进行回访工作，调查并统计患

者在离院期间病情恢复情况，同时也能够防止患者因病情恶化所发

生的严重后果。第五点我们的医护人员要对病人服用药物的时间、

数量加以嘱咐防止因为患者错误服用药物所产生药物的副作用，保

证患者的顺利康复。在患者的治理过程中要对肺功能、生活质量、

病情的治理效果进行跟进性调查，做成表格或图形的方式以便对患

者肺功能的调查。 

2 结果 

2.1 肺功能：选取两组急性重症哮喘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前，

对患者的身体素质和病症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在经过治疗后，再

次进行身体素质和病症方面的数据统计。经过研究对比可知，在接

受治疗以后，研究组的患者在肺功能的改善上有着明显效果，而且

对照组患者在病患肺功能的改善上也有一定效果。（如图） 

表一 两组急性重症哮喘患者肺功能（PEF、FEV）变化情况（治疗前、后）的对比 

PEF(L/min) FEV(L)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n=45） 283.14±20.78 366.08±43.11 1.67±0.92 2.98±1.01 

对照组（n=45） 281.23±19.56 319.84±28.57 1.68±0.86 2.23±0.89 

注：与对照组对比 p＜0.05；与治疗前对比 p＜0.05 

2.2 不良反应： 

根据患者服用药物后的不良反应，制订出一个表格（如图）,

其中对照组的患者服用药物治疗后，出现的肠胃道不良反应人数较

多，应该在药物的选择上进行合理筛选，不管怎样，两组人员服用

药物后的不良反应机率都较低，也算是医疗领域的一个最新的研究

成果。 

3 讨论 

现在大气污染严重，再加上患者的不良习惯，这是让哮喘患者

对的喉咙部位容易被细菌感染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及时对这种呼

吸上的不良习惯进行矫正，还会引发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喘促

等症状，轻则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重则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健康，

直到致死。因为我们离不开呼吸，而喉咙疼痛、发炎会影响我们呼

吸的感受，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身体健康。因为哮喘

病走进医院的人不少，都在医院的重点监护范围内，哮喘病作用于

人体是持续性的，也有突然性，在同一时间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会

危害到病人的身体健康。药物中中孟鲁司特钠片，复方甲氧那明胶

囊都对哮喘患者的这些病情都有着较好的疗效，不能只从医、护手

段着手，还要嘱咐患者注意保暖、起居有节、避免过度劳累、淋雨

等，应尽量消除工作、生活环境中的过敏源，让患者在生活中得到

更好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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