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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内吸入给药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研究进展

何光杰 N，李= =宏 O=G，李= =静 N，孙= =亮 N，韩= =英 P=
NK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 PMMNTN
OK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天津= = PMMPMU
PK 天津信诺制药有限公司，天津= = PMMQMM

摘  要：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lma）是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之一，全球分别有 P亿和 OKN亿患者。肺部吸入给药是

治疗和管理哮喘、Clma等呼吸道疾病的首选给药方式，而患者的依从性与该类制剂的疗效优劣有密切关系。综述现在已经

上市的肺部吸入给药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主要剂型和药品，以及雾化吸入剂、定量吸入剂和干粉吸入剂对患者依

从性的影响，并认为提高患者依从性需要反复提供给患者个性化用药和正确使用给药装置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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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

Clma）是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之一，全球分别有 P
亿和 OKN亿患者。肺部吸入给药是预防和治疗哮喘、

Clma等呼吸道疾病的首选给药方式。吸入疗法是

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古老方法，也是至今认为最有效

和最安全的疗法。我国清代吴尚先所撰的内病外治

专著《理瀹骈文》中收载有十余首鼻嗅方药，治头

痛、呃逆、疟疾、产后血晕等病证xNz。鼻嗅法就是

让患者用鼻嗅吸药气或药烟以治疗疾病，可能是我

国最早的吸入疗法。现代吸入疗法可追溯至 OM 世

纪 RM 年代。NVRS 年由 oáker 实验室（现在的 Pj=
mh~rm~ceuíác~äs 公司）开发上市全球首个压力定量

吸入剂，即含肾上腺素的jedáh~äerJbéáqj和含异丙肾

上腺素的jedáh~äerJfsoqj，距今已有 SM多年的历史。=
肺部给药制剂主要有雾化吸入剂（nebuäáser，

也称喷雾剂）、压力定量吸入剂（éjaf，也称气雾

剂）和干粉吸入剂（amf，也称吸入粉雾剂）；所用

药物包括短效 βO受体激动剂（pA_A）、长效 βO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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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激动剂（iA_A）、短效毒蕈碱拮抗剂（pAjA）、
长效毒蕈碱拮抗剂（iAjA）、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fCp）等。最初出现的是非选择性 βJ受体激动剂肾

上腺素和异丙肾上腺素 éjaf治疗哮喘，上市之初

异丙肾上腺素 éjaf非常热销，NVRV－NVSR年其销

量增长了 SMMB。但是，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NVSN－
NVSS年哮喘患者死亡率增高是由于滥用 éjaf的结

果，发现异丙肾上腺素的毒性是引发哮喘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于是使用选择性短效 βJ受体激动剂沙

丁胺醇取而代之xOz。NVST 年色甘酸钠旋转吸入器

péánh~äer®（p~nofáJpóníheä~bo公司）上市，这也是

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款 amf，后来由于其抗炎作用较

弱渐渐淡出了市场。OM 世纪 TM 年代初，吸入性糖

皮质激素上市，之后的 VM 年代上市了长效 βJ受体

激动剂。时至今日，吸入疗法特别是 fCp和 iA_A
早已成为治疗哮喘和 Clma的基石，间羟异丙肾上

腺素、吡布特罗、福莫特罗、沙丁胺醇、异丙肾上

腺素、特布他林、沙美特罗、氟尼缩松、曲安奈德、

安奈德、环索奈德、倍氯米松、布地奈德、氟替卡

松等药品应用于临床，并为全球哮喘防治创议

（däob~ä=fnáíá~íáve=for=Asíhm~，dfkA）xPz、慢性阻塞

性肺病全球创议（däob~ä= fnáíá~íáve= for= Chronác=
lbsírucíáve=iung=aáse~se，dlia）xQz、英国胸科学

会（_ráíásh=qhor~các=pocáeíó）等国际组织和专家xRJNMz

以及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xNNJNPz、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xNQz和国内有关专家xNRJNUz发布的众多国内

外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

肺部因其特殊的生理功能而特别适用于药物

治疗某些特殊疾病的靶器官。肺部吸入给药对哮

喘、Clma、囊性纤维化等肺部疾病的治疗以及多

肽和蛋白质类药物、基因药物以及疫苗等全身给药有

着重要意义。肺部吸入给药具有许多独特优势xNVJONz：

（N）肺部吸收表面积巨大（约 NMM= mO）；（O）给药

途径无创；（P）肺泡单层上皮细胞较薄，药物透过

速度很快；（Q）血液流速快；（R）可避免药物的“首

过效应”，提高生物利用度；（S）药物直达作用靶

位发挥局部治疗作用；（T）起效迅速；（U）相对于

全身给药减少了药量，非常适合治疗呼吸系统疾

病。肺部吸入给药因其上述优势，目前正由单一的

治疗哮喘、Clma和囊性纤维化等药物向抗生素、

麻醉止痛药、免疫抑制制剂、多肽和蛋白质类药物、

生长激素、基因药物、抗肿瘤药物以及疫苗等更广

阔的方向发展。综述现在已经上市的肺部吸入给药

治疗这类疾病的主要剂型和药品，以及雾化吸入

剂、定量吸入剂和干粉吸入剂对患者依从性的影

响，为新药研发提供依据。

N= =肺部吸入给药的主要剂型和药品=
NKN= =肺部吸入给药的主要剂型

肺部吸入给药主要有喷雾剂、气雾剂和吸入粉

雾剂 P种剂型。

NKNKN= =喷雾剂= =系指含药溶液、乳状液或混悬液填

充于特制的装置中，使用时借助手动泵的压力、高

压气体、超声振动或其他方法将内容物呈雾状物释

出，用于肺部吸入的制剂xOOz。这是患者通过吸嘴或

面罩将细雾状药物吸入肺部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是急诊室、病房和儿科治疗室常备的治疗哮喘和

Clma急性发作以及慢性病的医疗器械。常用的药

物有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和抗生素等。喷雾

剂分为喷射雾化器（ jeíJnebuäázer）、超声雾化器

（uäír~sonác= nebuäázer）和振动筛雾化器（vábr~íáng=
mesh=nebuäázer）。=
NKNKO= =气雾剂（éjaf）= =系指含药溶液、乳状液

或混悬液与适宜抛射剂共同装封于具有特制阀门

系统的耐压容器中，使用时借助抛射剂的压力将内

容物呈雾状物喷出，用于肺部吸入的制剂xOOz。气雾

剂分为单纯 éjaf、带储雾器（sé~ce）的吸入气雾

剂以及呼吸驱动型吸入气雾剂（_AJéjaf）。定量

吸入剂（jaf）于 OM世纪 RM年代中叶面世，相对

于雾化吸入剂，患者使用更方便，剂量更准确而且

重复性高。当时采用了 O项新技术，使用氟利昂xOPz

作抛射剂以及剂量控制阀，其中氟利昂既作为释放

药物的动力源，还兼作药物的溶剂或悬浮剂。最初

的 éjaf剂量计数器都是间接计数，患者使用不方

便。为了改进患者呼吸与驱动不协调的问题，研发

并上市了呼吸驱动 éjaf等改进型，比传统的 éjaf
使用更加方便灵活。OM 世纪 TM 年代末，储雾器面

世，储雾器除了能减少药物在口咽部的沉积，还能

提高药物在肺部渗透，促进了 éjaf快速发展。储

雾器是 éjaf的附属装置，主要是为了克服患者吸

气与驱动不协调问题专门设计的，特别适合低幼儿童

和老年人使用。

NKNKP= =吸入粉雾剂（干粉吸入剂，amf）= =系指微

粉化药物或与载体以胶囊、泡囊或多剂量贮库形

式，采用特制的干粉吸入装置，由患者主动吸入雾

化药物至肺部的制剂xOOz。amfs不含抛射剂，由粉末

吸入装置和供吸入用的药物干粉组成，传递到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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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量取决于患者的吸气速度。amf 按剂量可分为

单剂量、多剂量和贮库型，按药物的储存方式可分

为胶囊型、囊泡型和贮库型；按装置的动力来源可

分为吸入气流驱动型、压缩空气驱动型和电池马达

驱动型。

自从 NVST 年全球第一款 amf 上市以来，粉末

吸入装置已由第 N代的被动型单剂量（胶囊型）装

置，历经第 O代的多剂量技术，发展至第 P代的贮

库型，即利用压缩气体或电能和机械能分散处方中

的药物的主动装置。第 N代 amf是呼吸激活单剂量

（胶囊型）给药装置。药物传递到肺部的药量取决

药粉粒径以及药物J载体的解聚，更重要的是患者的

吸气速度。代表产品有 Aeroäáser、e~ndáh~äer、
ooí~h~äer、péánh~äer、qwán= c~és和 cäow= c~és等。

第 O代amf是呼吸激活贮库型多剂量给药装置和单

元型多剂量给药装置，单元型多剂量 amf比多剂量

amf 处方重复性更佳。多剂量 amf 代表产品有

b~sóh~äer、Cäáckh~äer、räír~h~äer、kovoäázer。单元

型多剂量 amf 代表产品有 aáskusLAccuh~äer、
qudorz~= mress~ár（denu~ár= ánh~äer）、qurbuh~äer 和

qwásíh~äer 等。第 P 代 amf 利用压缩气体或电能和

机械能分散处方中的药物，特点是设计更加精致，

更加人性化。其代表产品有 bñuber~（单剂量）和

Aárm~ñ（多剂量）xOQz。由于 amf多剂量包装，可以

在长时间内供患者吸入给药，大概是 éjaf 主要竞争

对手。而且amf还可以显示全部药物是否用尽xORz。amf
中的药粉是随着患者吸入的气流进入肺部，所以不

存在患者协调吸入和驱动的问题。

NKO= =肺部吸入给药的上市药品

肺部吸入制剂主要用于治疗哮喘、Clma和囊

性纤维化等疾病，所用药物包括由 βO受体激动剂、

抗胆碱能药物和糖皮质激素组成的单方或复方制

剂。用于治疗哮喘和 Clma的雾化吸入剂有阿斯利

康的普米克令舒（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勃林

格殷格翰的爱全乐（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和可

必特（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即异丙托溴铵L
沙丁胺醇）、葛兰素的万托林（吸入用硫酸沙丁胺

醇溶液）、阿斯利康的博利康尼（硫酸特布他林雾

化液）以及 w~mbon= fí~äá~=pKoKiK公司的富露施（吸

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等。

用于治疗哮喘和 Clma 的 jaf和 éjaf有葛

兰素史克的辅舒酮（丙酸氟替卡松吸入气雾剂）和

万托林（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勃林格殷格翰的

爱全乐 （异丙托溴铵气雾剂 ）以 及 Cháesá=
c~rm~ceuíácá=pKmKA的吸入用倍氯米松福莫特罗气雾

剂和布地奈德气雾剂等。

目前已上市的 amf产品众多，有葛兰素的舒利

迭（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和施立稳（羟萘酸

沙美特罗吸入粉雾剂）以及依乐韦（扎那米韦吸入

粉雾剂）、阿斯利康的信必可都保（布地奈德福莫

特罗粉吸入剂）和奥克斯都保（富马酸福莫特罗粉

吸入剂）、勃林格殷格翰的思力华（噻托溴铵粉吸

入剂）、诺华的昂润（马来酸茚达特罗吸入粉雾剂）

以及 lráon=Coréor~íáon公司的布地奈德吸入粉雾剂

和硫酸沙丁胺醇吸入粉雾剂等。肺部吸入给药剂型

和常用药物详见表 NxPJNUz。=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吸入给药是

治疗哮喘和 Clma等疾病的简单有效方法。随着肺

内吸入剂的制造技术及相关理论日臻成熟、新的处方

及装置设计得以不断应用，其应用范围也从 pA_A、=

表= N= =肺部吸入给药 P种剂型的常用药物=
qable=N= = qhree=inhalers=of=drugs=commonly=used=in=pulmonary=drug=delivery=

分类 雾化吸入剂 压力定量吸入剂 干粉吸入剂

βO受体激动剂= 福莫特罗、沙丁胺

醇、硫酸特布他林

间羟异丙肾上腺素、吡布特罗、福莫特罗、

沙丁胺醇、异丙肾上腺素、特布他林、 

沙美特罗

福莫特罗、沙美特罗、沙丁胺醇、

硫酸特布他林、茚达特罗、 

克仑特罗

抗胆碱能药物 异丙托溴铵 异丙托溴铵 噻托溴铵、异丙托溴铵、 

阿地溴铵、甘罗溴铵

糖皮质激素 布地奈德、倍氯米松= 氟尼缩松、曲安奈德、安奈德、环索奈德、

倍氯米松、布地奈德、氟替卡松

布地奈德、莫米松、氟替卡松、

倍氯米松

其他 乙酰半胱氨酸= 伊洛前列素、硝酸异山梨酯、亚硝酸异戊

酯、利巴韦林、色甘酸钠

扎那米韦、拉尼米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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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_A、pAjA、iAjA和 fCp治疗哮喘和 Clma
等呼吸系统疾病拓展到抗生素、祛痰药、止痛药、

化疗药、疫苗以及胰岛素和环孢素 A等多肽和蛋白

质类药物新领域。

O= =肺部吸入给药各种剂型的比较

喷雾剂、气雾剂和吸入粉雾剂等肺部给药剂型

设计原理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以下就各种肺部

给药剂型的优缺点进行分析xOSz。=
OKN= =喷雾剂

喷雾剂包括喷射雾化器、超声雾化器和振动筛

雾化器。这类吸入装置的优点主要是适合任何年龄

患者人群使用，与 éjaf相比无需使用抛射剂，可

用于雾化 éjaf或 amf无法传递的药物。同时可避

免使用其他吸入装置吸入和启动不协调的问题。此

外，振荡筛雾化器属于便携式喷雾剂，使用时无需

外接电源。相比其他吸入装置，雾化器的缺点包括

治疗时间长、雾化悬浮液药物疗效不佳等。此外，

不同种类雾化器释放的药物剂量和颗粒粒径相差

很大，从而对疗效影响较大。患者使用气动喷射雾

化器呼气时会丢失部分药物，逸出的药物对周围环

境和人的健康会造成影响。而且，雾化装置清洁不

彻底会引发细菌污染风险。

OKO= =气雾剂

    气雾剂根据药液形态、是否有储雾器，大致

分为 P 种类型：混悬液或溶液 éjaf、超细颗粒粉

éjaf、带储雾器 éjaf。
OKOKN= =混悬液或溶液 éjaf= =药液为混悬液或溶液

的 éjaf采用氢氟烷为抛射剂，其优点是便携、小

巧、治疗时间短、不会出现雾化装置因清洁不彻底

引发细菌污染以及每揿给药定量准确等。但是，其

缺点是药物在肺部沉积少，口咽部沉积高，容易产

生不良反应；需要患者协调吸入和启动装置联动，

对于年老协调性差的患者使用不方便。大多数这类

吸入装置由于没有计数器之类的装置，患者使用过

程中无法获知剩余剂量。

OKOKO= =超细颗粒粉 éjaf= =采用氢氟烷为抛射剂、

药液为超细颗粒粉的 éjaf的优点是便携、小巧、

治疗时间短、无细菌污染风险，相对于药液为混悬

液或溶液的 éjaf每揿给药定量准确。特别适用于

糖皮质激素给药，当使用 nsAo®吸入器时，给患

者处方糖皮质激素的剂量是传统 éjaf的一半。但

是，缺点是打开药品包装后需要装填或者是药物全

部用净后需要重新装填药物，患者使用比较麻烦。

此外，这类上市产品少，仅有 nsAo®、Aävesco®

和 cosíer®等。=
OKOKP= =储雾器 éjaf= =储雾器也称储物罐，起到缓

冲作用。患者使用时先将药物喷在储雾器内，然后

吸入储雾器内的药物，既避免喷药与吸药的不同

步，又减少药物微粒在呼吸道上部的嵌顿和沉积。

因此，与单独使用 éjaf相比，对患者协调吸入和

启动吸入装置联动的要求不高，方便年老协调性差

患者使用。配合储雾器使用的 éjaf 与单独使用

éjaf 相比，药物在口咽部沉积减少，提高了药物

在肺部沉积率。即使急性发作时给药也能保持高效

传递药物，方便急诊患者使用。但是，使用带储雾

器的 éjaf给药步骤非常关键，操作失误会使吸入

药量不足甚至零吸入。给药结束后，还需按指定方

法清洁。而且，塑料储雾器产生的静电作用易使剂

量不足或者每揿剂量之间不均衡。此外，配合储雾

器使用的 éjaf与单独使用 éjaf相比，售价高、

携带不方便。

OKP= =吸入粉雾剂

吸入粉雾剂包括呼吸驱动型 amf 和电驱动型

amf。其优点是便携、小巧、大多是多剂量装量，

即一个包装可以使用多次，方便患者使用。即使是

单剂量装量，都是单独密封包装。呼吸驱动型 amf
无需外接电源，无需抛射剂，避免了氟里昂对臭氧

层的破坏。而且，患者无需协调吸入和启动吸入装

置的联动，这在使用 éjaf时是必须掌握的技巧。

而且，大多数多剂量 amf均有剂量计数器，方便患

者查看剩余剂量。但是，使用 amf需要用力吸气以

雾化药物，这可导致大多药物沉积在口咽部，因为

释放药物与吸气速度正相关是设计 amf 装置的原

理，如果吸气速度太慢则释放剂量低甚至药物零释

放。因此患者需要在开始就用力吸气，不能逐步提

高吸气速度，准备吸入以及在吸入过程中时必须保

持吸入器直立状态。此外，单剂量 amf需要反复装

填药物，容易出错。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 P个结论：（N）
喷雾剂同 éjaf相比，喷雾剂能使较大剂量的药物

到达肺深部，而且避免了药物和抛射剂不相容以及

吸入和启动不协调等问题。（O）éjaf 因其使用方

便、药液不易被细菌污染等优点成为目前广泛使用

的吸入给药剂型；但存在启动和吸入不协调、患者

个体差异大、启动时抛射剂快速蒸发产生口咽部冷

效应以及氟里昂对大气层中臭氧层的破坏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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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 éjaf在使用上受到一定限制。（P）amf作为

肺部给药的新剂型，药物粉末进入体内的动力来源

于患者的吸气启动装置或通过机械动力、电力等启

动装置释放药物，消除了 éjaf吸入和启动不协调

的问题，特别适合于老年患者和低龄儿童合理用

药；不使用抛射剂，递送到肺部的药物剂量很小。=
P= =各种剂型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影响哮喘患者依从性的相关因素

包括患者因素、疾病因素、治疗因素和医护人员因

素xPUz。患者因素包括缺乏疾病和治疗相关知识、排

斥诊断结论、年龄、文化程度、体能下降等，疾病

因素包括病症较轻、病症时好时坏或变化无常、慢

性病或急性发作等，治疗因素保括不良反应、医疗

成本高、频繁住院、使用吸入剂需要技巧、起效时间

延长等，医护人员因素包括医患交流差、没有对患者

进行必要的教育。 

患者对吸入装置的顺应性、使用频率以及干粉

传递技术都影响着药物的疗效优劣，最终决定疾病

能否有效控制。换言之，使用肺部吸入剂的临床疗

效不仅仅只取决于药物本身，还取决于给药装置的

性能以及患者操作的正确性。依从性（~dherence）
和顺从性（coméäá~nce）在医学领域经常是可以通

用的，实际上两者并不是同义词。依从性更强调来

自患者自身的积极性，患者自愿听从医生建议并严

格执行治疗方案。顺从性多是指患者被动听从医生

建议并执行治疗方案。医学界对哮喘治疗依从性话

题从未停止，通过对各种肺部给药制剂的优缺点分

析，喷雾剂、éjaf和 amf在是否携带方便、患者

是否容易操作、是否需要患者协调吸入和启动吸入

装置和售价等方面各有特点，因此需要医生综合考

虑患者因素和制剂技术因素后为患者处方最适合

的喷雾剂。

肺部吸入给药的装置分 P大类，每一类又根据

作用机制不同而细分为多种药品，éjaf和 amf各
有优势。吸入剂量和临床疗效除与药物本身及配方

有关外，还和不同剂型多用的给药装置密切相关。

吸入疗法是管理哮喘和Clma等阻塞性肺疾病的基

石，相对于全身给药而言，它具有药物直达疾病靶

位、起效快、疗效好以及不良反应小等特点xPJQz。因

此，患者应用吸入剂将比口服药更有挑战性。已有

研究显示，口服药的依从性高于吸入剂xOTz。哮喘患

者依从性差会导致哮喘急性发作、急诊就诊率、住院

率以及哮喘相关疾病病死率增高等严重后果xOUJPMz。=

一般而言，患者使用 éjaf要求具有揿压并吸

入的协调性良好。为了克服儿童和老年患者协调性

差的缺点，推荐储雾器联合 éjaf一同使用。因为

储雾器能减少氟利昂抛射剂快速蒸发而产生的制

冷效果，从而优化了揿压 éjaf与患者吸入药物的

协调性xPNz。amf主要以患者的吸气作为药物给药的

动力，因此，要求患者从吸气开始一直保持用力深

呼吸直至结束。患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存在

各种原因的吸气受限情况，如哮喘和 Clma患者的

吸气速度比健康人低，这就会影响到药物在气道里

的分布和沉积，进而降低疗效xPOz。许多 Clma患者，

特别是中重度患者经过吸入方法培训后都能提高

amf 吸入器内气流速度。虽然提高的幅度不高，但

是足以将可能由于吸气速度低沉积在口腔的粉末

吸入并沉积在肺部xPPz。同时，患者也会发现使用

jaf时经过培训很容易完成缓慢吸入，从而提高由

于操作吸入器不当导致的疗效下降xPPz。因此，哮喘

管理中重要的举措是教育患者学习掌握正确的药

物吸入方式。

郭丽华xPQz分析 OQM例Clma患者使用定量吸入

气雾剂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发现，错误操作频率最高

的为“屏气不足 NM=s”和“喷吸不同步”，分别占总

操作错误的 PSKVVB和 OVKVNB。除性别以外，年龄、

文化程度、病理程度、病程、接受健康教育等均与

定量吸入气雾剂的正确使用方法有一定的相关性

（m＜MKMR）；其中，以年龄（m＝MKMPO）和文化程度

（m＝MKMOV）这两个因素对气雾剂正确吸入的影响程

度最大。低龄、女性及文化程度高的患者能较规范

用药xPRz。林小玉xPSz对 Clma患者使用干粉吸入剂的

依从性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显示，使用干粉吸

入剂依从性差的患者中 RVKSOB觉得干粉吸入剂的

使用方法不容易掌握。这主要是由于老年人记忆力

及理解能力下降造成的。

此外，中国呼吸病专家咨询小组 OMMS 年 T 月

至 NM月在中国 S大城市对 ORU名呼吸科医师和 TOP
例稳定期 Clma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发现，虽然高

达 UOB医生认为大多数 Clma 患者治疗依从性较

好，但是还有 RMB的患者存在不遵医嘱而自行减药

或停药的现象xPTz。=
由此可见要提高肺部吸入给药的疗效，除了药

物制剂的因素外，患者依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患者、药物以及吸入器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

此，要提高肺部吸入给药治疗哮喘和 Clma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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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由医护人

员对患者进行疾病预防和正确使用吸入器的全方

位干预与指导，最终才能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和

顺从性。

Q= =结语

近年来肺部吸入给药无论是治疗肺内疾病，还

是肺外疾病均获得高度重视。随着呼吸道疾病的发

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上升，肺部吸入给药作为治疗多

种疾病的无创给药方法及其独特优势已成为药品

市场的热点。

通过对现在已经上市的肺部吸入给药治疗哮

喘和 Clma的主要剂型和上市药品，肺部吸入给药

各种剂型的比较，以及雾化吸入剂、定量吸入剂和

干粉吸入剂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的分析，要提高肺

部吸入给药的疗效，除了药物制剂的因素外，患者

依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患者、药物以及吸入器

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但是由于这些疾病本身以及药物治疗的复杂

性使之成为现实也存在很大困难。随着对药物配

方、吸入器性能的改进和创新，加上医护人员对患

者进行疾病预防和正确使用吸入器的全方位干预

与指导，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及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给药方案，患者依从性和顺从性将会大为提

高，更有利于肺部吸入给药发挥管理呼吸道疾病的

临床疗效，从而降低哮喘和 Clma相关复发率和病

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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