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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不同给药方式对哮喘急性发作患者气道
炎症的影响探讨 

张曙明 

(阜平县医院  河北保定  073299) 

摘要：目的：针对患有哮喘病的病人展开探究，并分析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与静脉滴注甲基强的松龙两种给药方式的优劣。方法：从
我院近一年内接收的急性哮喘病人当中挑选合适的实验对象，共计找到 80 位符合要求的病人，将其按照实验要求进行分组讨论，其中对照组
为病人提供静脉滴注甲基强的松龙治疗，实验组为病人提供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在此实验中，我们需要统计治疗前后两组的肺功能
等情况以作对比。结果：分析治疗后两组病人的哮喘控制问卷情况、肺功能指标等，我们发现其表现与治疗前相比均有改善。探究痰 Eos%情
况，我们发现实验组治疗后此指标的下降速度更为快速。结论：经过实验讨论，我们发现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比静脉滴注的方式更为有效，对
于治疗时间的缩短有所帮助，同时还有利于肺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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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气管哮喘病病情发展至中期甚至是后期的时候，病人的呼吸

道症状会快速严重化，甚至于病人可能会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失去生命
迹象。糖皮质激素对于气道炎症的治疗很有帮助。在急性哮喘病发作
时，我们经常会采取雾化吸入、静脉滴注等方式为病人提供药物治疗。
通过对急性发作期哮喘病的研究，我们发现病情发作后的 72 小时是
最佳好治疗时间，这段时间内的治疗效果会直接影响病人肺功能的恢
复以及一系列症状的改善，我们需要在众多给药方式中找到最为有效
的一种并加以推广，提高疾病救治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将于我院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之间抽选 80 位中

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病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这些病人是由 26 位
男性以及 54 位女性构成，他们的年龄均在 15 周岁至 83 周岁之间。
经审查他们所患疾病均符合实验要求。之后对这些病人进行随机分
组，实验组、对照组各纳入 40 位病人。从两组病人的基本信息入手
探查，并无明显差异。 

1.2 方法 
两组在接受区别化治疗前均要进行基础治疗。在此之后，对照组

以静脉滴注方式给予甲基强的松龙治疗，每次输入 40 毫克，一天治
疗一次。实验组给予病人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的治疗方案，每次
药量控制在 2 毫克，一天接受两次治疗。 

1.3 统计学分析 
科学严谨的实验结果必然少不了大量统计数据的支持，正是由于

实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难以通过人工方式进行管
理，为此我们才需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据移交给 SPSS19.0 软件，
计算机软件的好处就在于它具有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精准性，能够在最
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出正确的讯息，因此我们需要利用计算机技术
所特有的优势对我们所记录的数据进行综合汇总管理。 

2 结果 
2.1 疗效比较 
通过探究两组治疗前后哮喘控制问卷、肺功能等情况，我们发现

两组病人较治疗前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具体情况请参见下表。 
表 1 两组病人治疗前后哮喘控制问卷评分、肺功能、痰 Eos%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ACT 评分（分） FEV1%pred（%） PEF%pred（%） 痰液中 Eos%（%） 
治疗前 13.31±4.25 48.23±7.22 68.28±4.77 6.80±6.77 

对照组 40 
治疗后 20.67±3.18 74.41±5.96 85.31±8.70 16.63±3.04 
治疗前 12.98±4.14 46.97±6.52 69.14±4.40 67.200±7.21 

实验组 40 
治疗后 20.75±2.92 73.89±6.16 84.76±5.10 14.06±2.63 

2.2 谈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 
从实验数据来看，两组治疗前后的痰 Eos%均有显著的改变，但

是经过仔细分析发现，实验组病人此指标下降的峰值要比对照组早大
约 48 小时。 

3 讨论 
Eos 来自于挂岁造血干细胞，它虽然能够帮助人体消除寄生虫，

但是同时也会引发病人出现炎症反应，糖皮质激素的应用能够使 Eos
的数量急剧下降进而使得急性发作期的哮喘病人的病情得到有效控
制。由于 Eos 对人体的特殊影响作用，我们将其作为衡量哮喘气道炎
性的重要因素。在此实验中，我们分别对两组病人实施了不同的给药
方式，其中实验组采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混悬液的治疗方法，对照组
应用静脉滴注甲基强的松龙的治疗措施，根据实验讨论结果，我们发
现两组病人在经治疗后 Eos%指标均有明显下降，但是从下降速度来
看，实验组效果更为理想，见效更快。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两组病人
的肺功能以及哮喘控制问卷评分做出了评价对比，结果均显示实验组
的情况更为理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种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基本
相同，但是比较而言，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哮喘病人气道炎症的控

制效果更明显，见效更为迅速。因此，当中重度哮喘病人病情发作时，
我们可以优先采取雾化吸入方式为病人进行治疗。虽然本实验得出了
实验结论，但是从准确性方面而言还有所欠缺，如果想要深入研究，
则需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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