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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奈德吸入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气道炎症、日间变异

率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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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布地奈德吸入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21 年 4 月-2022 年 8 月收治的 102 例支气

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方法分为对照组（51 例）与观察组（51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药物治疗方法，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治疗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日间变异率、炎症介质变化情况。结果：对比两组患者日间变异率，

治疗后观察组较高，（P<0.05）。对比两组患者炎症介质变化情况，观察组 MMP-9、MMP-2 水平较高，而 IL-17、IL-33 水平较低，（P<0.05）。

结论：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实行布地奈德吸入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日间变异率，改善其气道炎症，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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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desonide inhalation on airway inflammation and diurnal vari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ronchial asthm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budesonide inhalation on patients with acute attack of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acute attack of bronchial asthm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1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51 case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udesonide suspension inha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urnal variation rate, the chang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diurnal 

vari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fter treatment (P<0.05). By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 in the two groups, the 

levels of MMP-9 and MMP-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while the levels of IL-17 and IL-33 were lower (P<0.05). Conclusion: Inhalation of 

salbutamol+budesonid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ronchial asthm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urnal variation rat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ir airway 

inflammation, reduce the time required for patients to disappear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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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为临床治疗中较为常见的呼吸

内科疾病，该疾病较为复杂，且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临床

发病率逐渐上升[1]。发病后患者临床表现为可逆性气流受限以及气

道高反应性，病情具有较强反复性，且伴有呼吸困难以及咳嗽等症

状[2]。呼吸道急性感染使患者上述临床症状更加严重。当前，针对

该疾病患者，多通过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药物以及β2 受体激动剂予

以治疗。同时，患者临床治疗中，多通过吸氧、抗感染、祛痰、解

痉平喘、维持酸碱平衡等方式予以治疗。虽然该治疗方式可缓解患

者临床症状，但整体治疗效果不明显[3]。目前随着临床医疗技术水

平的提升，能通过雾化吸入治疗的方式予以干预，可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提升治疗效果，减少患者不适感。本次实验旨在探讨布地奈

德吸入对支气管哮喘重度急性发作的气道炎症、日间变异率的作用

研究。相关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共 102 例收治时

间（2021 年 4 月-2022 年 8 月），将患者采取随机分组的方式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 51 例，其中男性患者为 27 例，女性

患者为 24 例，其年龄集中在 20-69 岁之间，均值（48.99±2.36）

岁。患者病程介于 1-10 年，均值（5.36±1.53）年。观察组 51 例，

其中男性患者为 27 例，女性患者为 24 例，其年龄集中在 20-69 岁

之间，均值（49.05±2.41）岁。患者病程介于 1-10 年，均值（5.29

±1.46）年。组间数据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比。 

纳入标准（1）符合《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的标准；（2）患

者的第一秒用力呼吸容积（FEV1）%<30%；（3）所有患者均为支

气管哮喘急性发作 

排除标准（1）存在心肝等重要器官的功能出现障碍者；（2）

内分泌系统疾病；（3）近期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等药物治疗者；（4）

布地奈德过敏者；（5）哺乳期或妊娠期孕妇；（6）合并精神障碍者。 

1.2 方法 

对照组：医护人员给予患者吸氧、止咳平喘、祛痰、抗感染、

解痉平喘、维持酸碱以及电解质平衡。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为患者使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

疗。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AstraZeneca Pty Ltd，2ml/支，注册证号：

H20140475）治疗。用药方式：雾化吸入治疗。用药剂量：2ml。吸

入时间：15min。用药频率：bid。 

两组患者治疗周期均为 7d，1 疗程后观察患者各项临床指标。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日间变异率、炎症介质变化情况。 

①日间变异率：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呼吸气流量峰值（PEF）

检测进行培训，之后交给患者每人一支峰流速仪，在治疗期间指导

患者自行监测日间以及夜间的 PEF 数值，并记录在病历本上，同时

计算每天的 PEF 日间变异率以及平均变异率。临床治疗效果与痰

Eos％与 PEF 日间变异率呈正相关系。 

    ②炎症检测情况：观察两组患者是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2 （MMP-2）、白细胞介素-17

（IL-17）、白细胞介素-33（IL-33），前两项与治疗效果成正比，

后两项与治疗效果成反比。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采集数据应用 SPSS 25.0 软件统计分析。涉及计量与计数

内容应用（±s）、%表示，并以 t、χ2 检验；组间数据对比统计学

差异以（P<0.05）表示有意义。 

2.结果 

2.1 日间变异率 

对照组患者日间变异率为 88.24%（45/51），观察组患者日间变

异率为 100.00%（51/51）。两组患者比较，观察组较高，（χ2=6.375，

P=0.012<0.05）。 

2.2 炎症介质变化 

两组患者比较，MMP-9、MMP-2 水平较高，而 IL-17、IL-33

水平较低，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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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炎症介质变化 （±s） 

组别 例数 MMP-9 MMP-2 
IL-17

（ng/L） 

IL-33

（ng/L） 

对照组 51 
87.65±

6.41 

61.30±

6.24 

19.47±

3.91 

921.91±

65.48 

观察组 51 
169.70±

6.48 

121.67±

6.86 
6.65±2.94 

710.56±

65.76 

t - 64.286 46.490 18.715 16.264 

p -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支气管哮喘疾病涉及到患者体内多种细胞以及细胞组，临床表

现为气道慢性炎症，属于异质性疾病[4]。该疾病具有反复性，患者

发病后会出现喘息、气促以及胸闷等症状，随着发病时间的延长，

临床症状逐渐加重，于夜间以及清晨临床症状更加明显[5]。若不能

及时治疗，患者则可能会产生气道不可逆性损伤，对患者身心健康

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对患者造成的影响

更大[6]。故在临床治疗期间，应为患者选择较佳的治疗方式。雾化

吸入治疗方式为临床治疗期间的常见药物，但该治疗方式下对药物

的选择需要重点关注。 

常规治疗方式下，重点针对患者临床症状，对其予以止咳、平

喘干预，虽然有一定治疗效果，但对于彻底根治患者临床疾病效果

不显著。雾化吸入治疗方式属于临床治疗效果较高的治疗方式，指

的是将药物与氧气混合，通过高速气流使其维持在微粒状态下，能

使得药物直接到达患者病灶，提升患者局部病变位置药物的浓度，

起到加速患者症状缓解，加快药物见效速度，减少药物使用剂量等

作用[7]。同时，该治疗方式下，患者临床不良反应产生率较低，治

疗效果较为安全[8]。布地奈德为糖皮质激素的一种，通过雾化吸入

治疗方式予以患者干预，可起到较佳的抗炎作用[9]。该药物具有较

强的炎性因子抑制作用，能提升肥大细胞与溶酶体膜稳定性，并且

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以及抑制变态反应的作用。临床治疗中，只需

要使用较小的剂量，就能发挥较高的临床治疗效果。布地奈德药物

的使用，能促进β2 受体合成，提升相关激动剂的亲和力[10]。对患

者使用上述临床药物予以治疗，能有效缓解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症

状，并能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加速患者临床症状恢复。本研究中，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日间变异率明显较高， IFN -γ水平较

高，而 IL-17、IL-33 水平较低。说明上述研究内容与实际治疗情

况相符合。 

综上所述，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实行布地奈德雾化吸

入治疗方式，可显著改善患者气道炎症情况，提升患者日间变异率，

故具有较高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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