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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是指影响呼吸器官（如鼻腔、咽喉、气管、支

气管、肺）的疾病的总称，主要导致呼吸功能受损。

定义

包括感染性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阻塞性疾病

（如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限制性疾病（如肺

纤维化、胸腔积液等）以及肿瘤性疾病（如肺癌）等。

分类

定义与分类



包括感染、过敏、肿瘤、自身免

疫性疾病等。其中，感染是最常

见的病因，可由细菌、病毒、真

菌等微生物引起。

发病原因

吸烟、大气污染、职业暴露（如

接触粉尘、化学物质等）、人口

老龄化、遗传因素等均可增加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

危险因素

发病原因及危险因素



临床表现
常见的症状包括咳嗽、咳痰、喘息、呼吸困难、胸痛等。严重时可出现呼吸衰

竭、肺性脑病等并发症。

诊断方法
包括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如血常规、痰培养等）以及影像

学检查（如X线胸片、CT等）。通过这些检查可以明确病变部位、性质以及严

重程度。

临床表现与诊断方法



根据病因和临床表现制定个体化的治

疗方案，包括抗感染治疗、对症治疗、

支持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等。

根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治疗反应

以及并发症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一般来说，早期发现、及时治疗以及

避免危险因素可以改善预后。

治疗原则及预后评估

预后评估

治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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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上感）是鼻
腔、咽或喉部急性炎症的总称，
常见病原体为病毒，少数由细菌

引起。

概述
包括普通感冒、病毒性咽炎、喉炎
等，表现为鼻塞、流涕、咽痛、咳
嗽等症状。

症状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交叉感染；
鼓励患者多饮水，注意休息和保暖；
根据医嘱给予对症治疗。

护理要点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是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周围zu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
床表现为咳嗽、咳痰或伴有喘息。

慢性支气管炎

是指终末细支气管远端的气道弹性减退，过度膨胀、充气
和肺容积增大，同时伴有气道壁破坏的病理状态。

肺气肿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避免烟雾、粉尘等刺激；鼓励患者排
痰，保持呼吸道通畅；给予氧气吸入，改善呼吸功能；根
据医嘱给予药物治疗和雾化吸入等。

护理要点

慢性支气管炎与肺气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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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

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以气道高反应性和可逆性气
流受限为特征。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是一种具有气流阻塞特征的慢性支气管炎和（或）肺气肿，
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

护理要点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过敏原和刺激性气体；密切观察
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哮喘发作；给予氧气吸入，保
持呼吸道通畅；根据医嘱给予药物治疗和雾化吸入等。对
于COPD患者，还需注意营养支持和呼吸功能锻炼。

支气管哮喘与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炎
是指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可由病原微生物、理化因素、免疫损伤、

过敏及药物所致。

护理要点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避免交叉感染；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的易消化饮

食；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并发症；根据医嘱给予抗生素治疗和对

症治疗。同时需注意患者的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

肺部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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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

病史采集

详细询问病人呼吸系统症状，如咳嗽、

咳痰、喘息、胸痛等，了解症状发作

的时间、频率和严重程度。同时询问

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和职业暴露史等。

体格检查

观察病人呼吸频率、节律和深度，检

查鼻、咽、喉部有无异常，听诊肺部

呼吸音和心音，叩诊肺部有无实变或

浊音等。



实验室检查
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痰液检查等，了解病人炎症指标、感染病原体等情况。

影像学检查
如X线胸片、CT等，可以直观显示肺部病变的位置、范围和性质，对诊断呼吸系统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室检查与影像学检查评估



通过肺功能检查了解病人肺通气和换气功能，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

肺功能评估

如支气管镜检查、胸腔镜检查等，可以进一步明确诊断和辅助治疗。

其他特殊检查

肺功能评估及其他特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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