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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是儿童常见的呼吸道感染

疾病之一，由肺炎支原体引起。这种疾病

传播迅速，尤其在儿童群体中更为常见，

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因此，了解如

何预防支原体肺炎并采取有效的健康保护

措施对于儿童和家庭尤为重要。本文将从

疾病概述、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症状识别、

治疗方法以及家庭护理等方面，详细介绍

如何保护儿童免受支原体肺炎的侵害。

支原体肺炎的传播途径

肺炎支原体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当感染者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带有支

原体的飞沫会进入空气中，其他人吸入这

些飞沫后可能被感染。此外，密切接触也

是传播途径之一，如使用被污染的物品或

与感染者有亲密接触。

儿童在学校和幼儿园等集体环境中，

更容易接触到感染者和被污染的物品，因

此感染风险较高。了解传播途径，有助于

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减少感染机会。

预防支原体肺炎的措施

预防支原体肺炎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包括个人卫生、环境卫生、疫苗接种等。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

首先，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教

导孩子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外出

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清洁双手。

同时，避免用手触摸脸部，尤其是口、鼻、

眼等部位，以减少病菌进入体内的机会。

其次，保持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定

期清洁和消毒家居环境，尤其是孩子经常

接触的玩具、餐具等物品。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尽量每天开窗通风，降低空气中病

菌的浓度。

再次，避免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若家

中或学校有肺炎支原体感染者，应尽量避

免与其密切接触。必要时，感染者应佩戴

口罩，减少飞沫传播的机会。家长应及时

带孩子就医检查，避免交叉感染。

最后，增强孩子的免疫力也是预防感

染的重要措施。通过均衡饮食、充足睡眠

和适当运动，提高孩子的身体抵抗力，有

助于减少感染风险。饮食上应注意摄入足

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橙子、柠檬等，有助于增强免

疫功能。

识别支原体肺炎的症状

早期识别支原体肺炎的症状，有助于

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避免病情加重。支原

体肺炎的症状通常较为轻微，但也可能导

致严重的并发症。常见症状包括：

咳嗽  持续性干咳是支原体肺炎的主要

症状，通常在感染初期表现为轻微干咳，

逐渐加重并伴有黏痰或脓痰。

发热 感染初期可能出现低热或中度发

热，体温一般在 38℃左右，有时可达 39℃

以上。

喉咙痛 喉咙痛是常见的伴随症状，孩

子可能会感到喉咙干燥、刺痛，吞咽困难。

乏力和疲劳  感染期间，孩子可能会感

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精神状态不佳。

其他症状  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头痛、

肌肉酸痛、鼻塞、流鼻涕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若发现孩子出现以上症状，且症状持

续或加重，应及时就医检查，明确诊断并

接受治疗。

治疗支原体肺炎的方法

确诊支原体肺炎后，及时有效的治疗

是防止并发症和促进康复的关键。治疗通

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抗生素治疗是主要手段。肺炎

支原体对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如青霉素

和头孢菌素）不敏感，常用的抗生素包括

大环内酯类（如阿奇霉素）、四环素类（如

多西环素）和氟喹诺酮类（如左氧氟沙星）。

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

抗生素和剂量。

其次，对症治疗也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针对发热、咳嗽等症状，医生可能会开具

退烧药、止咳药等药物，缓解孩子的不适

症状。家长应严格遵循医嘱，按时给孩子

服药，并注意观察病情变化。

最后，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营养支持

对康复至关重要。孩子在治疗期间应保证

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饮食上应给

予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帮助身体恢复。

结语

预防支原体肺炎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包括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增强孩

子的免疫力以及早期识别和治疗疾病。家

庭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儿童提供一

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希望本文能够

为广大父母提供实用的指导，共同守护孩

子的健康成长。

预防支原体肺炎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增城院区 小儿内科综合三病区  李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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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药物基因学和基因测序技

术的发展，药物基因检测越来越成为临床“精

准化”治疗重要辅助工具。通过药物基因检测，

对与药物起作用相关靶点、转运蛋白、代谢酶、

不良反应相关蛋白的基因多态性进行解读，能

够帮助临床医生预测药物的个体反应差异和

不良反应发生程度，指导临床用药，提高药物

治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临床开展

个体化用药提供有力支撑。

药物基因检测                                   
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必要性

我国是心血管疾病高发病率国家，现有

心血管病确诊患者约3.3亿，包含约2.45亿高

血压患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

剧，该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呈现发病

年轻化、死亡率不断上升的特点。心血管患者

普遍是慢性疾病，需终身服药，且年龄偏大，

依从性和顺应性差，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因此，防治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的重要任务。现阶段，临床防治心血管

疾病的主要药物是：降压药、降脂药、抗血小

板药、扩血管药等。此类药物与基因多态性的

相关性研究证据比较充足。由于受机体相关基

因多态性的影响，普遍存在个体差异，主要体

现在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方面。通过基因组学

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个体差异与药物在体内

的作用受体和代谢酶等蛋白的基因多态性有

关。因此，对心血管患者开展基因检测是非

常有必要的，它的开展能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促进药物合理使用。临床常用的基因检测技术

主要有DNA测序、荧光PCR和基因芯片等技术。

其中，以荧光PCR和基因芯片这两种技术最为

常用。

药物基因检测的意义

提高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

影响药物起作用的因素很多，遗传因素

也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参考药物基因检测结

果预估患者适合的药物种类与剂量。细胞色

素P4502C19 基因的突变对抗血小板药物氯吡

格雷的药动学和药效学都有一定的影响，导致

前药氯吡格雷转化成活性产物的数量减少，抗

血小板疗效减弱。阿司匹林常规预防心血管事

件时并不是对所有患者有效，通过对纤维蛋白

原受体、胶原蛋白受体、血栓素A2受体、血

管性血友病因子受体等受体基因多态性分析，

预估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剂量和疗效，避免阿司

匹林抵抗风险出现。因此，通过对心血管患者

药物基因多态性检测，临床医生能够制定合理

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方案，提高药物安全性与

有效性。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

药物基因组学与免疫基因组学揭示了遗

传因素与药物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用药前

通过相关药物基因（代谢酶、转运体、受体）

多态性的分析，能够预测患者服用药物后出现

不良反应的风险，如果患者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高，则降低药物剂量或者换用其他替代药物。

他汀类药物作为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心血管

类的药物，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存在个体差异。

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B1（SLCO1B1）基因突

变导致转运能力降低，引起肝脏摄取药物能力

不足，体内中他汀类药物蓄积，横纹肌溶解症

和肌病等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升高。

节约医疗成本

随着药物基因组学在新药研究中发挥巨

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上市药物提供遗传学

研究信息，使用药物前必须结合患者基因多

态性。选择最适合患者个体差异的药物，避

免以往凭经验选药、换药、停药、调量及合

并用药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节约有限的医

疗成本。

个体化、精准化用药

近年来，随着药物基因组学和测序技术

的快速发展，临床治疗正在从传统经验用药

向“个体化、精准化”用药转变。通过对患

者相关基因组学的研究，明确不同地区、性

别、种族的基因组学差异，“量体裁衣”制

定用药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提高药物疗效，通过个体化用药推动精准医

学的发展。

心血管疾病患者药物基因检测的意义
▲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  李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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