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儿童感染

肺炎支原体较为严重的状况，医院接诊

的病例明显增多。今年肺炎支原体感染

的儿童患者跟往年相比数量明显增多，

并且发病年龄较小；有关专家提醒：如

果儿童出现发热、干咳、头痛、流涕、

咽痛、耳痛等临床症状，家长必须高度

警惕，及时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防止

危重症的发生。

肺炎支原体是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

之间的一种，缺乏细胞壁、不依靠活体

细胞能独立存活的最小传染性原核“微

生物”，呈多型性，极易躲过机体免疫

系统的监视，产生免疫逃逸，对细胞进

行黏附、导致细胞毒性损伤，最终在人

体内感染。支原体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复

制能力，对细胞壁靶向抗生素具有耐药

性，所以传播速度快，容易反复感染。

但肺炎支原体对 75% 酒精和含氯消毒剂

（如84消毒液）敏感，容易被它们杀灭。

传播途径
人类是肺炎支原体的唯一宿主，5

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是易感人群，在

人群密集处容易引起暴发流行。患者或

隐形感染者是主要的传染源，通过飞沫

或气溶胶传播，如在咳嗽、打喷嚏时，

患者鼻、咽、喉等器官分泌物中的活性

支原体随着小飞沫快速传播。当这些含

活性支原体的小飞沫或气溶胶进入人体

的呼吸道时，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通

常情况下，肺炎支原体的潜伏期为 1~3

周，潜伏期内传染源处于“隐形”状态，

表面上与正常人没有差别，但其实已经

开始传播病原体了。

症状和检查
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临床表现存在

较大差异：轻者无症状，可不发病，或仅

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重者可引起肺炎、

肺实变、胸腔积液等疾病的相关症状。发

热、咳嗽是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可伴有头

痛、流涕、咽痛、耳痛等，与感冒、流感

等其他呼吸道疾病相似，比较难区分，需

要借助相关的影像学及血清学检查，其中

最重要的是通过血液病原学检查，才能明

确诊断是否感染了肺炎支原体。

实验室诊断
肺炎支原体的实验室诊断方法主要

包括分离培养、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等，

这些方法各有利弊。核酸检测法不需要

活体标本，不受机体免疫功能、病程、

感染程度和用药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且

不存在交叉反应和放射性污染，具有灵

敏度高、特异性强、窗口期短、简便快速、

一次可检测多种病原体等优点。

分离培养法通过培养液中指示剂颜

色发生改变或根据显微镜下菌落形态呈

煎蛋样进行鉴定，是诊断肺炎支原体的

金标准，但费时费力，需要 2~4 周时间、

敏感性低、临床推广应用难度大。

抗体检测法操作简单，但影响因素

多，温育时间、温度、洗板次数、酶标

仪的性能以及操作人员的熟练程度等因

素也可影响检测的结果，同时还存在个

体差异、窗口期长、阴性结果不能完全

排除感染、也可能出现假阳性的情况，

容易造成漏诊误诊。

如果出现疑似症状，一定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通过相关的诊断方法明确病

因，以便早发现、早治疗，切断传播。

预防措施
如何有效应对肺炎支原体的侵袭？

由于肺炎支原体传播速度非常快、且易

复发，目前尚未研发出特效的疫苗或药

物，因此给防控带来一定的困难。

做好个人自我防护，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勤洗手，防止经手传播。

咳嗽或打喷嚏时需用纸巾或手肘遮口鼻，

防止经飞沫传播。

有呼吸道感染症状需戴口罩、避免

去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降低暴露风险并及时就医。保持安全的

社交距离，避免与高危人群近距离接触。

经常用含氯消毒剂或 75% 酒精消毒

物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但是应避免激烈运动，过度

出汗、消耗体力。

感染后尽量不要带病工作或学习，

注意休息，提升机体免疫力。饮食上多

吃白萝卜、藕、梨等润肺防燥的蔬菜和

水果，少吃辛辣刺激食物。规律作息，

早睡早起，不熬夜，关注天气变化，做

好保暖防寒。

面对肺炎支原体的侵袭，我们不能

掉以轻心。作为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

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现有发热、干咳等

症状，应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同时，

我们也要加强预防措施，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做到科学预防。 

急性过敏反应就是一种常见且紧急的情

况。急性过敏通常由人体突然接触到某种过

敏原所引发的，症状严重且可能危及生命。

急性过敏
急性过敏反应，又称为急性超敏反应

或过敏反应，是一种突发的、严重的身体

反应。这种反应通常是由人体接触到某种

过敏原所引发的，如尘螨、花粉等。由于

这种反应的严重程度差异很大，其表现形

式也有所不同。

在轻度过敏反应中，患者可能会出现

一些常见的症状，如皮肤瘙痒、荨麻疹、

皮疹等。而在重度过敏反应中，患者可能

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如头晕、感觉异常、

出汗、皮肤潮红等。如果过敏反应进一步

恶化，患者可能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

急救措施
急救措施  发生急性过敏反应时，患者

需要立即接受评估，主要关注呼吸、循环

功能以及所处环境。救治过程中，要迅速

控制症状，并立即停止使用致敏药物或致

敏原。保持患者的气道通畅和供氧非常重

要，当出现喉头水肿、支气管痉挛、呼吸

困难时，需立即开放气道，包括气管插管、

切开和机械通气等，同时密切监测生命体

征。一旦出现呼吸停止或心脏骤停，应立

即进行心肺复苏。

体位调整  对于休克、低血压的患者，

建议采用垂头仰卧位，确保气道畅通。如

有必要，应进行插管和吸氧，以消除紫绀，

并维持血氧饱和度在 95% 以上。

药物治疗  若患者出现血压降低等休克

症状，应遵医嘱给予肾上腺素肌注或皮下

注射。必要时，应每隔 20 min 重复给药，

直至血压得到改善。同时，给予生理盐水、

乳酸林格氏液或血浆、代血浆等进行补液。

其他治疗  充分补液后，若低血压和组

织灌流仍未改善，可以考虑给予升压和兴奋

心脏的治疗。糖皮质类固醇激素、抗组胺药

物（如异丙嗪）以及沙丁胺醇（口服或雾化

吸入）等可能有助于缓解症状。必要时，可

以考虑使用甾体激素如氢化可的松。

对于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需立即采

取治疗措施。急性发病时不应转诊患者，

以免加重病情。应避免再次接触过敏原，

以防过敏反应进一步恶化。

急性过敏的预防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类食品和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能

量和营养。保持充足的睡眠，加强锻炼，

提高身体抵抗力，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有

助于减少过敏反应的发生。

了解自己的过敏原并尽量避免接触是

预防过敏的关键。常见的过敏原有花粉、

尘螨、动物皮毛等。尽量避免在花粉浓度

高的时间外出，或者在户外活动时佩戴口

罩和护目镜。保持室内清洁，定期清洁空

调滤网和空气净化器滤网，减少尘螨滋生。

经常洗手，尤其是接触公共场所物品

后，以减少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的传播。

定期洗澡，更换干净衣物，保持皮肤清洁，

有助于减少皮肤过敏反应。

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接触已知

的过敏原，并时刻保持警惕。同时，对于

那些疑似出现急性过敏反应的人，应立即

采取急救措施，并及时就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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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肺结核是一

种非常令人痛苦的疾病。一旦感染这种疾病，

患者的生活就会被打乱，甚至还会导致患者

无法正常工作以及生活，我们应当在平时的

生活中进行肺结核疾病的预防才可以。那么，

肺结核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什么是肺结核
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因为患者出现了病变或肺泡以及其气管当

中的间质出现问题而造成的。一旦患上肺结

核，患者不仅会出现全身症状，还出现局部

症状，也就是肺部本身的症状，具体如下：

全身症状  全身症状中最常见的就是

发烧，大多患者都是低烧，且发生在下午

以后。如果肺结核病变很重且炎症很重，

也可能会出现高烧，尤其是特殊的结核，

例如粟粒性肺结核，以高烧为表现。此外，

患者还可能会出现疲乏、无力、消瘦、不

想吃饭、食欲不振等非特异性的症状。

局部症状  常见的局部症状有咳嗽、咳

痰、痰中带血丝等。如果患者肺结核较严重，

已经影响到呼吸，还会出现呼吸困难、胸闷

等症状，另外一些肺结核患者还可能会伴随

胸腔积液，也就是胸水，还有的会伴随胸痛，

也会出现明显一侧呼吸受影响等症状。

一些患者在患上肺结核后还继续抽烟，

则会加重咳嗽的情况，并且经常咳嗽也会导

致肺部的内压升高，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以

及咯血的情况出现，威胁生命健康。

肺结核的预防
对于肺结核这类发病率非常高的疾病

来说，积极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结核病大多发

生在营养状况差、身体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对个人来说，预防结核病最关键的就是提

高身体免疫力，维持好的营养状态。养成

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不熬夜，保

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平时也可以根据自己

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体育锻炼，例如散

步、游泳、瑜伽等，多接触大自然，时刻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逐步提升

自身抵抗力，预防肺结核。也可以通过饮

食来提升自身免疫力。在营养饮食上，多

摄入一些高蛋白、高能量的营养丰富食物。

饮食的量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来定，不要挑食、偏食，主食和辅食搭

配好即可。不需要有特殊的忌嘴，可以

多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例如鸡、鸭、

鱼等，也可以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但

需要注意尽量不吃刺激性的食物，例如

辣椒、烧烤等，也不要吃生冷的食物。

患者也要戒烟戒酒，多注意防寒保暖。

预防相关疾病  预防肺结核不仅要求人

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需要人们多了

解一些疾病相关知识。通常认为肺结核是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当中最主要

的原因就是病菌的感染，具有传染性。因

此，预防肺结核就需要预防跟肺结核存在

很大关系的相关疾病，例如糖尿病，患有

糖尿病的患者比正常人患肺结核的概率

会增加 4 倍；艾滋病，患有艾滋病的患

者比正常人患肺结核的概率会增加30倍。

还有一些其他疾病，例如胃肠道疾病、肿

瘤、器官移植、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等。

防治结核菌  要控制感染源，加强肺部

管理，排出的痰要及时消毒处理。因为结

核菌不容易被杀死，通过痰液排出来，太

阳晒干后在空气弥散，正常人吸入呼吸道，

咽部就会有结核菌存在，很可能会诱发肺

结核。减少空气中结核菌浓度，控制感染源，

对结核患者进行有效控制、及时治疗。

注意隔离，减少接触传染源。预防肺

结核，尽量不要去拥挤或接触太多的公共场

所活动。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患有肺结核，

要积极治疗和经常通风换气，尽量让患者单

独住一室，没有条件的患者也要分床睡。

可以采用疫苗接种的方式预防结核菌，

卡介疫苗接种对预防儿童结核性脑膜炎和

粟粒性肺结核有较好的作用。慢性的呼吸道

疾病也有可能增加肺结核的发病概率。一旦

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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