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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是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中常用的检

查，包括肺量计检查等各项检查可产生众多涉及不

同生理病理意义的方法和指标，我国已先后发布了

肺功能检查概述及注意事项¨]、肺量计检查指南陋]、

支气管激发试验指南∞]、支气管舒张试验指南⋯等

8部肺功能检查指南，以规范这些肺功能检查的方

法、指标、质量控制标准及临床应用。

但长期以来，肺功能报告中的内容与格式并未

统一，肺功能仪器厂家各自提供不同的报告模板，

而众多的肺功能检查室也根据自身的需求与喜好

制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各式各样的肺功能报告

以及对指标表达的不一致，一方面增加了结果解读

的复杂性，容易使解读者产生困惑甚至错误解读；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不同检查室或不同研究间数据

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不利于迎接即将到来的肺功能

大数据分析时代。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呼吸医师协会肺功能与

临床呼吸生理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呼吸治疗学组组织有关专家，以我国临床上最

为常用的肺量计检查以及基于肺量计检查的支气

管舒张试验和支气管激发试验为标准化报告的蓝

本，参考美国胸科学会(ATS)肺功能专委会的标准

化肺功能报告的技术声明[51的推荐与建议，并改进

其不足№]，结合我国的国情及国内专家讨论的意

见，制定此标准化肺功能报告格式。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对肺功能报告内容和

格式的推荐、对结果解读的建议以及统一的检查质

量评估分级系统。目的在于通过统一标准化肺功

能检查报告，加强检查质量控制在报告中的体现，

从而提高对肺功能结果的理解与应用，促进我国肺

功能检查的规范化进程，并在全国推广及应用。

尽管目前现有条件下并非所有肺功能仪器都

能满足下述所有要求，本规范的另一目的在于促进

和规范现有肺功能仪器生产厂家重视和调整相关

肺功能报告格式和参数展现，并逐步作为以后新上

市的肺功能仪器的报告格式标准。

第一部分肺功能报告标准化格式

标准化的肺功能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患者的

基本信息、检查的数据、图形以及报告的意见和

结论。

一、基本信息

肺功能报告的起始部分应清晰地列出报告发

出的医疗机构名称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对于受检

者及检查相关的基本信息，应包括：受检者的姓名、

医疗记录编号、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种族、检

查的日期(具体到年、月、日)及具体时间(时：分)。

如果记录出生日期，则年龄可以以检查日期与出生

日期之差而自动计算获得。身高的记录需精确至

厘米并保留一位小数，这对于儿童及青少年尤为重

要。检查时的大气压和室温记录对校正肺容积有

帮助。

其他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还包括受检者的吸烟

史、影响检查结果的药物如检查前支气管舒张剂、

抗过敏药物等的使用情况(如药名及剂量、给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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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给药时间等)，其他特殊情况如肺叶切除术后患

者，下肢瘫痪患者，长跑运动员等可能影响患者肺

功能的结果及预计值的选择，也需在报告中标注。

个别病情较重者，可能需要记录静息时的血氧饱和

度，也可在报告格式中显示。

每项检查均需说明数据解读所选用的预计值

方程来源。此外，进行检查的目的以及开具申请单

的医师名称等，也需在报告中列出。

二、检查的数据及图形

检查结果中的数据应以表格的形式显示。表

格中的行序分别为各检查指标及质控指标；列序依

次为：指标参数、实测最佳值、最佳值占预计值的百

分比、正常范围下限(LLN)、最佳值与预计值的差

值占标准差的倍数(z值)、以及至少3次可接受测

量的实测值。

最佳值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临床最为常用，可用

于判断和比较肺功能异常的严重程度。预计值的

确切数值对诊断帮助不大，因此可不列出预计值。

但如已习惯报告预计值的肺功能室，也可在肺功能

报告中列出。尽管近来有学者建议用z值可能更

好反映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前者已为众多临床工作

者所熟悉且有广泛应用基础，而后者还需逐步熟悉

和加以时日检验，故本规范目前仍继续推荐使用占

预计值百分比。

检查的图形主要用于目测评估检查的质量，如

呼气流量容积曲线中呼气早期尖峰的出现提示爆

发力充足，而呼气时间(FET)容量曲线出现平段提

示呼气基本完全，后者也很重要，检测技师常只关

注FET而忽略呼气相平台，容易导致对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患者的漏诊。

部分检查的图形如肺通气功能中的流量．容积

曲线图还可提供协助诊断的信息，如呼气流量容积

曲线向容量轴凹陷提示中小气道阻塞，而呼气或吸

气相流量平台样受限提示大气道阻塞等。图形中

应同时提供正常值及正常范围以利于评估检查结

果是否在正常范围。多次重复检查的图形重叠比

较还可有助于分析检查间的差异或变化。支气管

舒张剂吸人前后的图形比较有利于目测评估气道

可逆性改变，支气管激发试验的剂量反应图可标示

累积激发剂量等，都对检查报告的解读有重要参考

价值，因而应强调肺功能报告中重要的图形展现。

三、报告的意见和结论

在报告的最后，报告的意见及结论应包括两部

分：(1)技术员对检查中存在问题的意见看法；(2)

审核医师的评审意见。

负责操作过程的技术员应报告检查过程的相

关信息，包括可能影响检查结果解读的信息，如检

查前的药物使用史、患者配合检查程度、或所选用

预计值方程式超出受检者年龄、身高范围的外推，

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支气管激发试验中给予的药物

和给予药物的方法等。负责结果判读与诊断的上

级医师出具意见包括检查的诊断结论、临床分析及

注意事项。

第二部分肺功能结果解读

一、选择合适的预计值

肺功能结果需要与正常人群参考值进行比较。

由于肺功能与人生长发育及衰老过程中的体型和

生理变化相关，肺功能的正常参考值并非一固定阈

值或固定范围，而是由预计值模型方程通过计算身

高、年龄、性别及人群／种族等因素后，依统计学方

法推算产生的平均预计值或中位数，以及相应的预

计值范围。预计值方程来源于对非吸烟及无严重

污染物暴露史的健康正常人群的大型研究数据建

立的模型。

选择合适的预计值方程是正确解读肺功能结

果的前提。2012年全球肺功能专责工作组(GLI)

推出了适用于多个地区或种族人群的3。95岁肺通

气功能预计值方程式[7]。但该预计值方程所引用

中国的数据来源地区缺乏广泛性及代表性，南方的

数据仅来源于香港、深圳(儿童)及台湾等局部地

区，且依我国秦岭和淮河划分南北地区而分别采用

两套预计值，极不利于我国统一的肺功能数据及临

床研究比较。两个国内的大样本研究数据均显示

GLI 2012东南亚人群方程式的预计值低估了国人

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及用力肺活量

(FVC)[8-9]。2017年，我国更新了基于全国632行政

区域4。80岁人群的肺通气功能正常预计值方程[9]，

并可提供LLN及z值，此预计值更适合用于国人的

肺功能结果判读。近期我国两项大型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慢阻肺)流行病学研究[to-x1]均采用此预计

值校正FEV．／FVC的下限作为慢阻肺气流受限的判

断标准。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临床研究规

范》n23也推荐在标准化的肺功能报告中使用此预

计值。

二、异常值的判读

过去常采用简化的异常阈值(如FVC或F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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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预计值、FEV．／FVC<0．70)判断是否异常。然

而，实际上，肺功能的正常参考值范围受年龄、身高

等因素的影响，而以上的异常阈值多基于青年和中

年人群的数据估计的，因而使用固定的异常阈值可

增加儿童、老年人或较矮的成年人中产生假阴性或

假阳性结果的概率。

一般肺量计指标采用超出LLN作为异常判断

阈值。LLN计算繁琐的问题现已得到解决，现代电

子技术已可轻而易举地运算和获得各项指标的

LLN，但部分指标由于个体间变异度较大，尚需结

合临床实际情况予以分析和应用。

ATS、欧洲呼吸学会(ERS)等目前已推荐使用

LLN或z值取代占预计值的百分比来判读结果。低

于LLN虽可判断异常，但无法评估异常的严重程

度，z值可弥补这一缺点。

正常健康个体的z值大小应在0左右波动，Z

值<一1．645可视为异常值(有5％假阳性概率)，但临

床上进行肺功能检查多为疑似患病者，因此实际假

阳性的概率较低。Z值绝对值越大，属于异常值的

可能性越大，假阳性概率越小，并可根据z值判断

疾病损害严重程度[13。。若使用z值判读结果，还可

在报告中增加直方图来展示不同指标z值的位置，

从而更加直观地展示结果(如图1、2)。GLI预计值

方程阳1及我国2017年更新的肺通气功能预计值方

程归1均可提供LLN及z值，LLN及z值的计算经过年

龄、身高及性别因素的调整，因此可减少这些因素

对参考值范围的影响。

鉴于目前我国多数读者对LLN及Z值尚缺乏

足够的了解，有待进一步推广应用。因此，建议在

目前的标准化报告格式中，除报告LLN、Z值外，仍

将大家比较熟悉的占预计值百分比在报告中共同

列出。而简易版或基层版的报告格式中，可以暂不

报告LLN值及z值。

三、评估肺功能受损的严重程度。

在完成肺功能障碍性质的诊断后，仍需对肺功

能受损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价。对于肺通气功能，目

前普遍使用FEV．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作为受损严重

程度的分级评判指标幢，6’B]O

第三部分质量评估分级系统

为更好地提高肺功能检查质量，提倡使用统一

的质量评估分级。本规范推荐在每一次肺功能检

查完成后均应对检查质量进行评级(表1)，并将评

级在结果中标注。在标准化报告中使用检查质量

评估分级可提高对检查质控的关注，也是肺功能检

查规范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表1成人或儿童的FEV。或vvcN量的

质量评估分级标准

注：FEV．为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VC为用力肺活量。此质量

评估分级标准在《肺功能检查指南(第二部分)——肺量计检查》的

表4肺量计检查质量等级判断标准[z]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分别列出3—6岁及>6岁人群的重复性差异标准，增加了E级[”]。

在检查报告中分别对FEV．和FVC的重复性进行质量评估。临床

可采用A级、B级及C级的检查数据；D级数据存疑，综合临床资料

判断部分结果仍可被接受；E级数据仅可用于说明个体的结果为

“最低测得值”，不保证重复性，如“处于正常范围”尚可说明肺功能

无障碍；F级数据则不可采用

在临床肺功能检查中，评估员可由技术员或上

级医师担任，也可有独立的质控评估员。目前部分

肺功能检查软件也可依据相关标准对检查数据实

行质量的自动评级，但对图形的质控评估仍需人工

完成，而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予以取代。

第四部分报告规范用语

目前临床上报告用语多种多样，如对肺功能障

碍的相关描述可有“损害”、“受损”、“障碍”、“减

退”、“下降”、“异常”等，为统一规范用语，本规范推

荐统一用“障碍”一词。具体报告规范如下：

一、技术员报告规范

1．描述检查的过程是否符合规范：可根据检查

过程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以下用语：(1)受检者检

查配合程度：配合佳、配合较佳、配合欠佳；(2)检查

质量评级[2·¨]：FVC：A～E，FEV、：A～E，如检查结果

为E，需补充“结果仅供l临床参考”；如质量评级为F，

需说明检查结果不可接受，建议另行培训达到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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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后重新检查，或改用其他方法检查。

2．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根据临床及检查的实

际情况予以说明或提醒。

二、医师报告规范

1．评估肺功能检查结果是否正常：可根据检查

过程的实际情况分别选择以下用语：(1)肺通气功

能检查正常；(2)小气道功能障碍；(3)阻塞性通气

功能障碍；(4)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5)混合性通

气功能障碍；(6)非特异性通气功能障碍；(7)其他

特殊类型的障碍，如上气道阻塞等。

2．评估异常的肺功能检查结果的严重程度：对

于通气功能障碍，可分为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

极重度五级[2·13]。

小气道功能障碍是介乎于正常与轻度阻塞性

通气功能障碍的一种临界状态，因而不再对其做严

重程度的判断。

在实际It$床报告中，可将上述通气功能障碍的

类型和严重程度合并一起报告，如：中度阻塞性通

气功能障碍、极重度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等。

3．提醒临床注意事项：检查结果的提示或提醒

临床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治疗前后的结果对比等。

第五部分肺功能检查报告格式示范

各项检查项目的结果以单元的形式分别展示，

也可根据实际检查的项目，将不同的单元组合成一

份综合报告。

一、肺量计检查

(一)肺量计检查报告中需陈列的指标

1．生理指标：FVC、FEV。、FEV。与FVC的比值

(FEV．／FVC)即一秒率、呼气峰值流量(PEF)、最大

呼气中期流量(FEF：％，，％)、用力呼出50％及75％

肺活量时的瞬时呼气流量(VEt50％FEF，，％)、吸气峰

值流量(PIF)、50％FVC位的PEF与PIF的比值

(FEF，。％／FIF，。％)等。各种肺功能指标的定义及意义

详见肺量计检查指南心]。其中，临床最为常用的

3项指标为FVC、FEV，、FEV。／FVC。对于气道阻塞

较为严重的受检者，用力呼气肺活量可少于吸气肺

活量，此时应报告最大肺活量(VC。。。)，并以FEV。／

VC⋯代替FEV。／FVC。FEV。／FVC的实测值应以小

数而不是百分数表示，以免与其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发生混淆。

FEF：，％川”FEF，。％及FEF，，％指标对小气道病变

以及气道阻塞性疾病的早期阶段有重要诊断价值，

有利于倡导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先进理念，本规范

推荐在报告中列出。此外，PIF、FEF，√FIF5。％等吸

气流量指标对日常常被漏诊或误诊的大气道阻塞

也可提供重要的诊断信息，因此也要求在标准版报

告中列出。

如进行慢肺活量检查，应报告深吸气量值。

2．质控指标：FET、用力呼气外推容积(V。)。

在肺量计生理指标后顺序列出。V。。可为实测数值

或占FVC的百分tg(v，， )。．／FVC％

(--)各指标数据的排列顺序

排列顺序依次为：实测最佳值、最佳值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LLN、z值、三次测量分别的实测值。

(三)流量．容积曲线及容积一时间曲线图形

图形应有足够分辨率和大小。流量一容积曲线

图中，流量与容积的比值应为2 L／s：l L。容积一时

间曲线图中时间坐标需设置6 s以上，且必须展示

出用力呼气开始第1秒的曲线图形。部分气流受

限严重者FET显著延长(可>10 s甚至>20 s)，时间

轴的可变标记便于观察和准确记录FET。对于以

幼儿或者呼气容量及流量较低者为主的肺功能检

查室，可适当地扩大图形的坐标间距，大小应以在

可用空间内最大化图形为宜，以便清晰地展示检查

的质量。鼓励肺功能仪厂家依据检查数值的大小

设置自动缩放图形功能。

考虑到目前我国肺功能检查的质控意识及实

施仍待较大的提高，故在此标准版报告中建议仍需

展示至少3次的检查数据及图形，这与ATS推荐的

报告格式不同，后者仅推荐列出多次测量中的最佳

值以及显示最佳曲线的图形。

若进行了慢肺活量的检查，也可根据肺功能检

查的实际需求加入FEV。／VC。。。此项指标。同时应
展示出慢肺活量测量过程中的容积．时间曲线图，

图形中必须包含基线的至少4个潮气呼吸波形，以

评估平静呼气末的基线是否达到稳态。

(四)不同报告模板的选用

肺功能检查报告有标准版、简易版及窄幅版

3种报告模板。

1．标准版：推荐使用，因其图文并茂，提供完整

的指标、图形等相关信息，能更好展现检查的质

量(图1)。

2．简易版：着重简洁性，仅列出有较重要临床

应用意义的指标与图形(图2)。然而，简易版报告

所包含的信息有限，必要时需辅以标准版的肺功能

检查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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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为用力肺活量检查过程中的流量一容积曲线；(B)为容积一时间曲线；(c)为模拟z值大小的条形图，星号表示各指

标z值所在的位置；(D)为慢肺活量检查中的容积．时间曲线，若进行了慢肺活量检查，应在报告中展出此图

图1标准版肺量计检查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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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简易版肺量计检查报告单

万方数据

http://guide.medlive.cn/


中华医学杂志2019年6fl 1 1日第99卷第22期Natl Med J China，June 1 1，2019，V01．99，No．22

3．窄幅版：在简易肺功能检查仪器中，限于打

印篇幅(如某些品牌的热敏打印机其纸张宽度有

限)，本规范也提出简易便携式肺功能仪器报告的

窄幅版(图3)。但强调只适用于简易肺功能仪器

自带的打印机，对于可上网或通过电脑整理数据打

印报告的，其打印格式仍要求用标准版或简易版。

二、支气管舒张试验

肺通气功能检奋报告

医院名称：)a∞Da(

电话号码：

姓名：XXX 测试号：112233

年龄；39岁 性别：男

身高：167．0 cm 体质量：64．3 kg

测试时问：2018-12．22 11：39

吸烟史；10年，20支／天

近期支气管扩张剂用药史：无

指标 Pred LLN BEST ％Pred

FVC(L) 4．27 3．56 3．63 85．O

FEVl(L) 3．77 2．99 3．35 94．1

FEVl，FVC 0．80 0．74 O．92 115．2

PEF(L，s) 8．73 7．07 11．79 135．0

玎!F2Ⅲ一，m(I^) 4．26 2．35 4．32 101．3

Fl强m‘(L／s) 4．77 4．94 103．6

FEF7s％(L，s) 2．Ol 2．13 106．5

FET(s) 6．10

Vexp(L) O．1l

F熙卜7[L sJ ^9 t一 中 甲

lO一
L

。
一———～I ≤

}

，l
*B 墨

／、 甘l

N、
"

3

5—

＼ J港
”

0
l飞№1[L]一

二 f 4
苫、

5一 ＼ ／ ：： 、

＼一／ o‘ 【蚪 J|一∞

测量次数：5 FEVl质控：A FVC质控：A

结论：肺通气功能在正常范围。

签名；XXX 2018．12．22

图3窄幅版简易肺量计检查报告单

在肺量计检查基础上进行。需列出舒张前最

佳的一次测量数据以及舒张后的3次测量数据(简

易报告中也可只列出舒张后最大改善的一次测量

数据)。舒张后的结果不需再次重复列出LLN，仅

需列出舒张后实测值以及较基线变化的数值及百

分数。舒张后的流量．容积曲线和容积一时间曲线

可与舒张前的曲线可整合于同一张图片以作对比。

图4为标准版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报告示例，图5为

简易版支气管舒张试验的报告示例。

三、支气管激发试验

在肺量计检查基础上进行。需列出激发前最

佳的一次测量数据作为基线数据、最后2个激发剂

量或浓度刺激后的测量数据以及实测值较基线变

化的百分数。激发后的流量一容积曲线和容积．时

间曲线可与激发前的曲线整合于同一张图片以作

对比。激发剂量反应曲线可单列，以显示激发阳性

的阈值。图6为支气管激发试验的报告示例。

第六部分电子化格式保存

肺功能报告适合用于医疗档案记录留档以及

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资料，但不应作为报告解读者

的唯一信息来源。报告的解读者应能查看到所有

可接受的检查结果及图形。建议将完整的肺功能

结果以电子资料形式保存于信息化系统中，以便查

看额外的细节以及与既往的肺功能结果进行分析

比较，以及肺功能的大数据分析。
利益冲突专家组所有成员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艾涛(成都

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包海荣(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薄建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蔡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操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曹菊(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陈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陈淑靖(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代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戴然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高鹏(吉林

大学第二医院)；高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顾字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郭丽娟(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

院)；过依(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郝创利(苏州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何桦(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黄刚(浙江

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孔晋亮(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李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李少莹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医院)；李雪(河北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李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李勇(中日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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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医院肺功能检查报告

医院地址： 医院电话：

姓名：)D。【 住院／1"1诊号：1 1 1222334 检测时间：2018-7-14 16：38

性别： 女 身高：155．0 cm 出生日期：1982-05-06

体质量：60．3蚝 种族：汉 年龄：35岁

室温：25．0℃ 室压：762 mmI-Ig 吸烟史：无

SpOv 99％ 申请原因：喘息查因 近期支气管扩张剂用药史：无

选用预计值：Jian WH，2017 申请科室：呼吸内科门诊 申请医师：XXX

支气管舒张试验

舒张前 舒张后

指标 基础值 ％Pred LLN 叠．sCO鹏 量佳改善 量佳改善 Pl 1'2 1"3

值 搴％

FVC(L) 2j9 77．9 2．67 —2．474 O．36 15．o 2．73 2．71 2．75

FEVI(L) 1．档 55．8 2．24 —4．226 O．56 37J 2．∞ 1．99 2．04

FEVI／FVC 札62 75．O O．75 —3．924 o．12 19J 0．73 o．73 0．74

FEVtⅣcl。 o．6l 73．6 0．13 22．o O．73 O．73 0．74

PEF(L／s) 3ja 52．3 4．93 ——3．323 I．79 S3J 5．03 5．30 5．12

FEFu％～"％(L／s) m73 20．O 1．88 —3．461 o．76 102．5 1．38 1．45 1．49

10一 一 一 抖球前 ，N 何!i ff【
一

rlo、、【L’J
● {}1 FVC 爿c
一

8一 ' FEVt『 制
●

FEV，／FVC『 水 l l+『3
4 z值．5I -4l -31 ．i ．1‘ ol 2l 3‘

舒张后LLN 预计值

l

l＼

＼ 叫罴： ：木基I：
l木I

I

l

●

6一 f●

。舻i l

●

4一
●

●

一

2一 ＼一f＼ √舭hl。『_l—l。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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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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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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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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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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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1i
●

／Time【s】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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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岬忑抛l

1．24 h内无支气管舒张剂等药物使用史。

2．通过储物罐给予400鹏沙丁胺醇。20mill后FEVl增加大于200 ml，绝对值增加大于200 mI。 签名：XXX

3．检查质量：舒张前：FEVI：A级；FVC：A级。舒张后：FEVI：A级；FVC：A级。 2018-0％14

医师意见。

1．中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签名： xxx

2．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 2018-07．14

注：舒张前肺功能为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舒张后FVC增至正常范围，结论仍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图4标准版支气管舒张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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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简易版支气管舒张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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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医院肺功能检查报告

医院地址： 医院电话：

姓名：)o。( 住I亮，门诊号：111222335 检测时问：2018-3-14 11：39

性别：女 身高：163．5锄 出生日期：1979-06-01

体质量：“．3l唔 种族：汉 年龄：38岁

室温：24℃ 室压：75nmlHg 吸烟史：无

SpOt,99％ 申请原因：咳嗽查因 近期支气管扩张荆用药史：无

选用预计值l Ji孤WH，2017 申请科室：呼吸内科门诊 申请医师；XXX

支气管激发试验

激发前 激发试验 舒张后

指标 基础 ％Pred LLN 蕾．sCOre Pl ckg％l 耽 Chg％2 1'3 Chg％3 Dl Ch驴“

值

FVC(L) 3．15 87．7 2．95 一1．121 3．03 --3．7 2．88 —8．8 2．85 —9．5 3．∞ 一2．2

FEVt(L) 2．75 92．3 2．45 --0．7舛 2．56 --6．9 2．25 一18．1 2．15 —21．9 2．6l --5．2

FEVa／FVC 0．％ 104．4 o．74 o．637 0．N 一2．7 O．77 一11．4 0．75 —13．8 O．85 --2．4

瞰(从) 7．19 102．2 5-3l 0．145 6．艚 一9．9 5．73 —20．4 5．7l --20．6 6．87 --4．5

FEF2s_．m(U1) 3．16 103．3 l_95 O．147 2．61 一17．3 1．87 一柏．9 l_62 —48．7 2．98 —5．6

册($) 6．眇 5舯 5．98 6．24 6．舵

曩积剂量(mg) O．026 0．078 0．156 2∞Pg沙丁胺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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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意见t

1．24 h内无支气管舒张剂等药物使用史。

2．激发试验中累积吸入乙酰甲胆碱O．156 mg，FEVI较基础值下降大于20％；PD20—0．117 mg．

激发阳性后吸入沙丁胺醇200 Pg，5 rain后FEVl恢复至预计值的94．9％． 签名：XXX

3．检查质量：激发前：FEVl：A级；FVC：A级。 2018-03．14

医师意见t

1．肺通气功能在正常范围。 签名： XXX

2．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气道高反应性程度为中度。 2018．03．14

图6支气管激发试验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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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梁斌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传合(首都儿科研

究所)；刘锦铭(上海市肺科医院)；刘志军(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逯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马千里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苗丽君(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庞敏(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彭毅(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阙呈立(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尚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沈瑶(复旦大学

附属浦东医院)；宋元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苏新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所鸿(内蒙古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孙培莉(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铁英

(北京医院)；孙兴国(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浩彦

(北京友谊医院)；王惠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汪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肖奇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谢燕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徐远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卫江(新疆

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杨文兰(上海市肺科医院)；杨翼萌

(北京医院)；袁雅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张程(贵州

省人民医院)；张晓雷(中日友好医院)；张旭华(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张云辉(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赵桂华(河南

省人民医院)；赵海涛(北部战区总医院)；赵明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郑春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郑劲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周明娟(广东省中医院)；周宁(天津医

科大学总医院)；周怡(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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