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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炎及肺炎 
Bronchitis and Pneumonia 
 

随著冬季的降临，患伤风、流行性感冒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机会也随著增加。最常见的两种呼吸

系统疾病分别是支气管炎及肺炎。为使您更清楚地了解这两种病的致病原因，以下简述一下呼吸系

统的功能。每当您呼吸时，空气经由鼻及口通过气管而进入肺部。空气在肺内通过支气管被带入气

管末端的细小肺泡。在肺泡内，氧气和二氧化碳互相交换。氧气则进入血管，而二氧化碳则从血管

回流到肺泡，并通过呼气排出体外。维持身体健康需要源源不断的氧气补给。假如氧气输送不足，

体内的细胞则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 

 
支气管炎 

支气管炎即指支气管内壁发炎。引发支气管炎

的原因可能是病毒或细菌感染。当其发炎时，

气道变窄，空气输送减弱，痰液增多。支气管

炎通常分为两种: 急性及慢性支气管炎。急性

支气管炎一般发生在严重伤风感冒之後，当自

身免疫系统功能减弱时。急性支气管炎通常不

到两週或在二週内会痊癒。慢性支气管炎多数

因吸烟引起，但反复发作之急性支气管炎若治

疗不当，可演变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若

延误治疗，可引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伤害肺

部甚至引起心脏衰竭。 

  
肺炎 

肺炎意指炎症侵及肺泡。肺泡感染细菌或病毒後，导致脓液充塞，妨碍氧气输入血中。引致肺炎的

原因有多种，可能是感染病毒或细菌，又有可能是不慎吸入食物或液体入肺部，也有可能因久病或

手术後长期卧床所致。肺炎更是流行性感冒的一种常见併发症。如不及时加以治疗，严重的肺炎可

危及生命。 

 
 慢性支气管炎 肺炎 

 

何人易患此症 • 吸烟者 • 老年人或小孩 

 • 哮喘病患者 • 吸烟及酗酒者 

 • 老年人 • 以下几类人容易患上肺炎 : 

 • 长期工作或生活在受污染   - 伤风感冒或呼吸道感染患者 

  及尘埃环境中的人   - 慢性病，如糖尿病、心脏 

 • 反复患急性支气管炎者     病、肺及肾病患者  

     - 免疫系统功能衰弱者，如 

       癌症病人及营养不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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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  肺炎 

 

症状 • 长期咳嗽并带有大量痰涎  •  高烧 

 • 气促  •  寒战 

 • 疲倦  •  气促 

 • 胸口不适  •  咳嗽伴有带色痰涎 

    •  胸痛 

    •  唇及指甲周发绀（变蓝） 

     (严重病例) 

    • 神志不清 (严重病例或老年人) 
 

常见治疗方法  • 戒烟  •  戒烟 

 • 适当休息  •  卧床休息 

 • 饮用充足液体以助痰涎咯出  •  多饮流质以助痰涎咯出 

 • 服食祛痰药以促进痰液排出  •  服食祛痰药以促进痰液排出 

 • 利用蒸气湿润环境以利痰液  •  练习呼吸及咳痰技巧以清除肺                                      

  排出     部痰涎 

 • 服食退热药  •  使用氧气以缓舒气促 

 • 如有细菌感染应服食及服完  •  服食退热药 

    医生处方的整个疗程消炎药  •  如有细菌感染应服食及服完 

 • 服食医生处方的扩张气管药   医生处方的整个疗程消炎药 

  以改善呼吸气道通畅 

    

预防 • 戒烟及避免二手烟  •  戒烟及避免二手烟或其他刺 

 • 避免处於污染及尘挨环境中   激物 

 • 不与患有伤风感冒的人接触  •  避免接触患有流感、伤风或呼 

 • 饮食均衡以保持健康   吸道疾病患者 

 • 适当运动和休息  •  注意饮食营养、定期运动、适 

 • 询问您的医生有关接受流   当休息以增强抵抗力免受感染 

  行性感冒及肺炎预防注射  •  如属於易患肺炎的人士，应 

     每年注射流行性感冒预防针  

          •  超过 65 岁或患有慢性病的人 

    士应注射终身一次的肺炎预   

    防针（此种预防针可预防最普  

    通的细菌性肺炎） 

 

 

如有任何呼吸道疾病，应迅速看医生治疗，以免延误治疗而引起感染或併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