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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吸入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収作癿临床疗效 

陈宇涛 

利川市人民医院内一科，湖北 利川 445400 

 

摘要：目癿：本文主要观察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収作癿临床疗效。方法：选叏我院亍 2011年 12月至 2012

年 12月收治癿 40例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収作患者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不治疗组，每组均 20例。两组患者均采
叏常觃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觃治疗基础上加以雾化吸入利多卡因，对照组患者在常觃治疗基础上雾化吸入生理盐水，最后分
枂两组患者癿临床效果。结果：两组患者癿治疗效果都比较显著，关中患者呼吸频率、心率呾血压值等方面治疗效果方面癿对
比，治疗组明显优亍对照组患者，两组对比差异显著，兴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雾化吸入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喘息型
支气管炎急性収作癿临床疗效显著，有效地缓解患者癿各项临床症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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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属于一种非特异性慢性炎症，主要
是指支气管和气管周围组织和粘膜发生变异。目前治疗慢性
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最有效方法是雾化吸入利多卡
因，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气道状况，并且安全性与有效性都
比较显著

[1]
。为了观察利多卡因治疗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

性发作的临床疗效，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本
院对收治的 40 例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分别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以雾化吸入利多卡因与雾化吸入生理盐
水，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于 2011年 12月至 2012年 12月收治的 40例慢
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临床资料，随机将患者分为
对照组与治疗组。两组患者均符合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的疾
病判断标准，处于急性发作期。其中男患者 25 例，女患者
15 例，年龄在 39 岁到 8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1.5±2.5)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相比较，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可以用作对比。 

1.2 方法 

两组患者都是采取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对照组在常规
治疗方法上加以雾化器或喷射，将 10L/min 的氧流作为动力，
每次雾化吸入 l0ml 的生理盐水进行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以雾化器或喷射器的使用，10L/min 的氧流
作为动力，每次雾化吸入 100mg 的 2％利多卡因进行治疗。
两组患者每天都必须要坚持吸入 3 次。 

1.3 观察指标 

在治疗过程中，全面留意患者的病情转化，并做好详细
的记录，记录的指标包括：患者二氧化碳分压值、动脉血压
值、一秒钟用力呼吸容积、最大呼吸量、呼吸频率、心率、
脉搏等。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所有研究资料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 X  ±s），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组间对比采用 X
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都比较显著，尤其在呼吸频率、心
率和血压值等方面治疗效果方面的对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患者，两组对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下表所示。 

3 讨论 

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属于一种常见的支气管和气管的非
特异性慢性炎症疾病，在临床上，该病主要的治疗方法是雾
化吸入药物治疗

[2]
。利多卡雾化吸入治疗，有利于药物的效

果直接作用在患者的气道平滑肌部位，有效抑制平滑肌的收
缩，从而有利于改善患者的喘息症状。由于利多卡因是一种
表面麻醉药物，容易抑制气道排痰功能以及对神经的传导产
生抑制作用，最终导致基底膜结构发生变化，从而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另一方面，利多卡雾化吸入治疗有利于使患者
炎性细胞溶酶体膜自身保持稳定的状态。在这次研究中，治
疗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以雾化吸入利多卡因，各项临
床治疗效果都比较显著。总而言之，雾化吸入利多卡因治疗
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临床疗效显著，有效地缓解
患者的各项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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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X ±s) 

组别 二氧化碳分压值 动脉血压值 呼吸频率（次） 心率(次） 一秒钟用力呼吸容积 最大呼吸量 

观察组（n=20） 39.12±3.72 85.33±4.31 76.22±4.72 80 72.73±4.19 76.82±4.36 

对照组（n=20） 46.33±4.72 76.21±5.93 70.01±4.62 125 64.18±4.04 70.82±4.56 

P 值 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