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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不一定是坏事

呼吸道分为上呼吸道和
下呼吸道，上呼吸道包括口、
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
管、支气管和肺组成。呼吸道
是人每天和外界接触最多的
体内器官，容易受到各种各样
的外界刺激，如冷、热、干燥、
感染。但肺又是个比较“呆
萌”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
有痛觉和触觉，直白地讲就是
没有感觉，对伤害能作出的最
大反应也就是咳嗽了。

当气道受到刺激时，神经
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
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
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
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
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
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
管 内“ 不 好 ”的 东 西 带 出
去——— 这就是肺的保护性防
御机制。

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
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
坏事，咳嗽能帮助人把病菌从
体内排出，有利于病情好转。

当然，咳嗽是很烦人的。
白天咳；晚上咳；说话多了咳；
吸入冷空气时咳；尤其是公众
场合剧烈咳嗽，不仅患者本人
难受，旁人也会感到紧张。有
的人剧烈咳嗽时还会干呕、影
响睡眠，甚至发生气胸，如果
肺表面的胸膜破裂，还会出现
胸痛、憋气，严重时危及生命。
有患者剧烈咳嗽可导致意识
丧失，医学上称之为“咳嗽晕
厥”，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或
高空作业时非常危险，因此有
相关病史的患者出现咳嗽症
状应尽快到医院就诊，对症
治疗。

按照持续时间
分为3种情况

讲咳嗽，首先要分清楚是
不是真的咳嗽。有些人把类
似于“清嗓子”的动作也叫咳
嗽，一般是咳一到两声，原因
是感觉咽部不适或有东西粘
着；有些咳是习惯性动作，常
见于吸烟者，多由咽炎引起。
而真正称得上是咳嗽的，多表
现为一声接一声“成串”的
咳嗽。

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
的长短把咳嗽分为急性咳嗽、
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3种
情况。

1.急性咳嗽 指3周以内
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
是由感冒、气管炎等疾 病
引起；

2.亚急性咳嗽 指3周至
8周的咳嗽，此外，年纪大的患

者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以感
染后咳嗽为主；

3.慢性咳嗽 指病程在8
周以上的咳嗽，主要病因是咳
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
征（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嗜酸
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
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

季节性咳嗽多因这些情况

咳嗽可以常年出现，但换
季的时候多发。因为换季时
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
添加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
降低，就会给各种细菌、病毒
侵害人体制造机会，进而出现
呼吸道细菌或病毒感染，而感
染后咳嗽的发生率更高，同时
呼吸道感染易诱发咳嗽变异
型哮喘。

为何呼吸道感染后会咳
嗽呢？其实，感染后咳嗽是气
道炎症修复过程中引起的呼
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
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
程相对较短。

咳嗽变异型哮喘的本质
是气道慢性炎症所导致的气
道敏感性增高，这种炎症是非
感染性的，不需要吃消炎药，
但可以被呼吸道感染诱发。
它可以是过敏性的，也可以不
是。虽然叫“哮喘”，但患者并
没有喘息，肺功能也正常。不
过，部分患者可转变为典型哮
喘。因此，正确的治疗可以减
少典型哮喘的发生率。

气候干冷对气道很不友
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
而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
气道一缺水更为敏感，进而导
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
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
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
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
道敏感性。

需要提醒的是，咳嗽变异
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
酸细胞性支气管炎、变应性咳
嗽等或多或少都与过敏有关
联。如果在咳嗽的同时，还有
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和鼻子
痒、流眼泪等症状，到医院查
出嗜酸细胞高、总IgE（免疫球
蛋白E）高，那么接受抗过敏治
疗会很有效。

诊断检查为何往往选CT

理论上，肺部CT并不是
看咳嗽必做的检查。大多数
情况下，单纯咳嗽患者的肺部
CT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多
数的慢性咳嗽，如咳嗽变异型
哮喘、嗜酸细胞性气管炎、变
应性咳嗽等，患者肺内也没有
明显可见病灶。那为什么到

医院看咳嗽时，医生往往建议
作肺部CT检查呢？

因为医生要先排除一些
严重疾病，如肺结核、肺癌、支
气管扩张等。这些疾病的治
疗方式主要是治疗原发病，而
不是单独针对咳嗽，医生要先
看看肺有没有病，而能“看到”
肺的最好手段是肺部CT和X
线胸片。

肺部CT和X线胸片哪个
更清楚？肺部CT相对更清
楚，X线胸片会产生很多伪
影，心脏血管和骨骼也可能遮
挡病灶，所以像支气管扩张、
肺癌多是靠肺部CT诊断的，
而肺结核、肺炎等感染性疾病
可以根据X线胸片来诊断。

接诊医生通常会先详细
询问患者病史，初步判断咳嗽
性质，考虑要做什么检查。对
于高龄、长期咳嗽经治疗不缓
解、咯血的患者，首选肺部CT
检查。由于肺部CT检查的X
线吸收剂量高于X线胸片，患
者在不同医院接连就诊时，建
议带上近期的影像学结果，尽
量避免重复检查。

咳嗽一定要吃药吗

很多老人见孩子咳嗽就
给药吃，说“要将病压下去”；
也有患者害怕得气管炎，再转
变为慢性咳嗽，一出现咳嗽就
立马吃药。但只要是药就有
副作用，尤其是对孩子而言。
所以，不是剧烈咳嗽的话，不
要着急吃咳嗽药，而是要及时
就诊针对病因用药。

对于咳嗽患者，医生首
要关注的是有没有出现呼吸
道感染。如果出现剧烈咳
嗽，对气道的刺激可能会加
重炎症反应，延缓病情的好
转，这种情况需要对症用药。
下面说一说咳嗽可能用到哪
些药物。

●镇咳药
镇咳药物起效迅速，但不

针对病因。常用镇咳药主要
有复方甲氧那明、甘草片、右
美沙芬、复方可待因糖浆及中
药肺力咳、枇杷糖浆等，通过
抑制中枢及外周咳嗽反射、抗
过敏、扩张支气管等机制达到
镇咳目的。其中，复方甲氧那
明多用于治疗急慢性咳嗽，复
方右美沙芬溶液常用于感冒
后咳嗽。

多数西药的镇咳药都是
复方制剂，可能包括镇咳、扑
尔敏、伪麻黄碱等，副作用相
对多一些，但影响不大，可放
心服用。服用扑尔敏后会引
起困倦，不适合需要集中精力
工作的职业人士，如司机，可
遵医嘱更换其他镇咳药。

需要注意的是，西药复方
镇咳药多有相同成分或替代
成分，不要同时服用。

●抗过敏药
常用抗过敏药有氯雷他

定、西替利嗪等，适用于过敏
因素所致咳嗽，尤其是伴有过
敏性鼻炎的患者。

其中，孟鲁斯特用来治疗
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是较安全
的药物，可以和其他抗过敏药
同时使用。

另外，吸入激素和支气管
扩张剂中，较为常用的有沙美
特罗替卡松、布地奈德福莫特
罗等，用于治疗咳嗽变异型哮
喘、嗜酸细胞性气管炎、变应
性咳嗽等，止咳的同时还可以
降低患者发展为典型哮喘的
几率。

很多患者听到激素就担
心副作用，其实这些药物上市
时间很长，观察到的严重副作
用发生率很低，比较安全，要
注意的是吸入后及时漱口，将
口腔内的多余药物清除。

●抑酸药
包括奥美拉唑、兰索拉唑

等，可抑制胃酸分泌，主要用
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抗生素
包括头孢菌素、阿奇霉素

等，主要用于由感染引起的
咳嗽。

●化痰药
包括桉柠蒎胶囊、乙酰半

胱氨酸胶囊、盐酸氨溴索、鲜
竹沥液等，可以稀释痰液，痰
液不易咳出、鼻后滴流综合征
适用。但是，干性咳嗽时不推
荐常规使用。

■ 健康贴士

怎样分辨“新冠”咳嗽
和普通咳嗽

现在中国正在全力防控
新冠疫情，一提到“咳嗽”，难
免令人神经紧张。那么，新冠
病毒引起的咳嗽和普通呼吸
道感染引起的咳嗽有什么
不同？

鉴于新冠病毒所致症状
的复杂性，靠患者自己初筛是
否感染是不太可能的。从临
床上来看，新冠病毒感染除了
发热之外，有时可以单纯咳嗽
（大多没有痰）为主要症状，这
也可以是新冠患者的唯一首
发症状。

因此，如果出现咳嗽，在
有流行病学接触史的情况下，
应当重视咳嗽症状，并及时到
正规医院就诊。此时，千万不
要自行买药、用药，以免耽误
病情诊断、造成病毒传播。

■ 相关链接

天冷了，儿童咳嗽怎么治？
国内最新临床指南发布

当前，天气渐冷，各地医
疗机构接诊咳嗽患儿数量明
显增加，接诊压力增大，临床
规范化诊疗至关重要。由中
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药
理学组、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牵头编
写的《中国儿童咳嗽诊断与治
疗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
（简称“新指南”）于近期发布。
一起来看看，新指南都说了哪
些问题？

儿童咳嗽的基本叫法先
分清

从咳嗽持续时间来看：小
于2周的为急性咳嗽；2至4周
的为迁延性咳嗽；超过4周的
即为慢性咳嗽。

从咳嗽时无痰或有痰来
看：没痰的叫干性咳嗽；有痰
的叫湿性咳嗽。

此外，慢性咳嗽还常分为
特异性咳嗽和非特异咳嗽两
个概念。

特异性咳嗽主要指可归
因于潜在疾病（通常是肺部来
源）的慢性咳嗽。通过检查与
评估，这部分慢性咳嗽可以识
别出潜在病因。

非特异咳嗽主要是指以
咳嗽为主要或唯一表现，经适
当检查与评估后，仍无法明确
病因的慢性咳嗽。

哪些常规检查需要做？
●胸部X线片：推荐胸部

X线片检查作为慢性咳嗽患
儿的初始评估方法。当胸部
X线片不能明确病因，或当慢
性湿性咳嗽患儿出现特异体
征,如杵状指（趾）或高度怀疑
气道异物吸入时，再行胸部
CT检查。

●肺通气功能检查：对
≥6岁的慢性咳嗽患儿，建议
进行肺通气功能检查。

●过敏原检查：不推荐慢
性咳嗽患儿常规进行过敏原
检查。对怀疑与过敏相关的
慢性咳嗽患儿，可做过敏原检
查，有助于鉴别过敏性哮喘与
其他非特异性咳嗽。

据《北京日报》、健康中国
公众号

天气一冷就咳嗽
我这是怎么了

冷空气频频来袭，气温走低，呼吸道的各种不适症状总爱在这个时候出来捣乱。不少人都
有这样的感觉，天一冷嗓子就像拉不开栓似的，干痒、痰多，稍有不慎就会被咳嗽骚扰，烦不胜
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呼吸道在天冷时节为何脆弱、哪些人容易犯咳嗽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