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有重度氣喘4,7

其中約 5%  
至 10%

高達 50%  
的重度氣喘患

者未受控制8

氣喘影響將近 

美國人5.6

2500  
萬名

來自 2018 年國家健康訪談調查的資料。對於「您是否仍患有氣喘？」該問題回答為是的氣喘患者。

正常呼吸道

在氣喘患者體內，呼吸道可能對刺激物過度
反應，導致發炎，而使呼吸困難3

在氣喘發作或「惡化」期間，某些刺激

物可能導致發炎增加、呼吸道緊縮，以及進一步
縮小呼吸道的黏液生成2,3

重度氣喘是指需要中至高劑
量吸入性皮質類固醇加上另一種
氣喘控制藥物的氣喘，且可能需
要加上口服皮質類固醇4

未受控制的氣喘發生於儘
管遵循氣喘治療計畫且減少對誘
發因子的暴露，仍持續出現氣喘
症狀時4

氣喘未受控制的指標可能包括4：
▪   日間症狀每週超過 2 次
▪   因氣喘而在夜間醒來

▪   每週使用急性氣喘緩解劑超過 2 次
▪   氣喘引起的活動限制

氣喘是一種呼吸道 
發炎的慢性疾病1-3

重度和未受控制的氣喘

在美國，高達 250 萬人患有重度氣喘



呼吸道刺激物導致氣喘患者的免疫反應和惡化

暴露於氣喘誘發
因子2

免疫細胞活化9

呼吸道作用1,2,9

（徵象、症狀）

在氣喘中，吸入性刺激物和誘發因子會與肺部 
表面（稱為「上皮細胞」）產生交互作用，活 
化免疫細胞9

不同誘發因子可能活化不同類型的免疫細胞； 
免疫反應取決於活化的細胞9

免疫反應會引起氣喘的徵象和症狀，1,2 而可能 
需要緊急醫療照護，包括急診室就診和／或 
住院2,8,10,11

了解可能屬於治療計畫一部分的藥物

▪  咳嗽
▪  胸悶
▪  喘鳴

▪  呼吸短促
▪  氣喘發作
▪  住院

短效型／救援藥物
用於加重的症狀，包括 
呼吸短促或喘鳴2,4

長效型控制藥物
用於日常氣喘控制；包括吸入性 
類固醇和／或口服抗白三烯藥物2,4

口服類固醇
需要時用於額外的氣喘控制2,4

過敏藥物
協助控制可能導致氣喘的過敏2,4

生物製劑
中度至重度未受控制氣喘的標靶
療法2,4

所有治療計畫都是獨一無二的，且可能因人而
異。您的患者特定藥物治療計畫可能不包含本
圖的所有成分。

藥物

生活方式改變 氣喘日誌

與您的醫療人員溝通； 
必要時立即尋求照護

與您的醫療人員一起制定書面氣喘行動計畫。 
了解要採取的具體行動

▪    表現良好時 ▪    惡化期間▪    氣喘惡化時

氣喘惡化時立即尋求照護

如需其他資源，請造訪：
▪    美國肺臟協會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網址：www.lung.org
▪    氣喘和過敏網絡 (Asthma and Allergy Network)，網址：www.allergyasthmanetwork.org

如需額外資訊， 
請造訪：luma-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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