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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新冠肺炎 ，CT 检查代替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仍是金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  瞿介明

1716 名医务感染  首批 14 人如何被治愈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尹晗

核酸检测对于一
个传染病的病原学检
测来说是金标准，不
能用 CT 替代。尤其
对于新发传染病，必
须要做核酸检测，以
期准确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2 月 14 日， 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

布会。国家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

截至2月11日24时，

全国医务人员确诊新

冠肺炎 1716 例。

作为国家首批三

级甲等医院，武汉协

和医院是此次疫情中

武汉发热患者定点医

院。14 名医务人员感

染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1 月 19 日， 武

汉协和医院专门开辟

出一个病区，把本院

感染的十余名医护人

员集中在这一病区进

行治疗。原本在发热

门诊工作的周琼教授

开始负责这一病区。

截至 2 月 8 日，已有

14 名被感染的医护人

员治愈出院。

2 月 9 日，央视

新闻频道面对面节目

采访了周琼教授。《医

师报》记者整理了节目

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疾 病 的 诊 断 是 由 临

床 医 生 结 合 病 史 、临 床

表 现 、实 验 室 检 查 和 辅

助 检 查 做 出 的 综 合 判

断 。对 于 肺 炎 ，影 像 学

检 查 尤 其 是 胸 部 C T 扫

描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辅 助

检 查 ，它 不 仅 是 诊 断 肺

炎 不 可 或 缺 的 手 段 ，而

且 特 征 性 影 像 学 表 现

能 够 对 肺 炎 的 致 病 原

作 出 提 示 。

胸 部 CT 征 像 及 其

组合有助于临床医师判

断 肺 炎 致 病 原 的 大 方

向， 如 细 菌 性 肺 炎、 病

毒 性 肺 炎 等； 如 果 CT

上 有 相 对 特 异 性 的 征

像， 有 经 验 的 临 床 医 师

结 合 患 者 流 行 病 学 史、

免疫状态和临床表现不

难一眼“猜出”致病原。

但是影像学诊断领域有

句老话叫做“同病异影，

异 病 同 影”， 就 以 病 毒

性 肺 炎 而 论， 其 致 病 原

可 以 是 流 感、 腺 病 毒、

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冠 状

病 毒 等 等， 而 混 合 感 染

更 增 加 了 仅 从 CT 推 论

致 病 原 的 难 度， 对 于 基

层或者非专科医师准确

度更低。

对 于 传 染 性 很 强 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如

果将 CT 表现作为确诊标

准， 就 会 存 在 将 流 感 等

其他病毒性肺炎误判为

新冠状病毒肺炎的风险；

而如果将这些患者当作

确诊病例与真正的新冠

病毒肺炎患者收入同一

个 病 房 治 疗， 则 可 能 存

在被传染风险。

目 前 ， 在 湖 北 以 外

地 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的 发 病 率 低 于 流 感

等 其 他 冬 春 季 常 见 病

原 体 所 致 肺 炎 ，病 原 学

检 测 仍 应 是 确 诊 唯 一

的 标 准 。

在 湖 北 武 汉 等 新 冠

病毒感染人数较多的重

点区域，就诊患者量大，

对于核酸检测不够及时，

这 时 候 我 们 要 特 别

注意，决不能轻易放过。

临 床 医 生 应 该 综 合

判 断， 比 如 临 床 症 状 有

发 热、 干 咳、 乏 力， 血

常 规 显 示 白 细 胞 低、 淋

巴 细 胞 低， 以 及 影 像 学

显示中外侧带的多肺叶

浸 润 表 现 等， 应 该 充 分

怀 疑 新 冠 病 毒 肺 炎， 在

五版国家诊疗方案中已

列 为 临 床 诊 断 病 例， 应

单 间 隔 离 治 疗， 并 进 行

病原学检测。

对 于 核 酸 检 测， 要

不 断 提 高 检 测 有 效 率，

要更强调采样方法的正

确（比如咽拭子的取样）、

快速送达和运输等规范

操作，因为病毒的 RNA

容 易 降 解， 如 果 采 样、

送 样 过 程 不 规 范， 可 能

会 导 致 明 明 阳 性 的， 但

检 测 结 果 呈 阴 性， 即 为

假阴性。

只要核酸检测阳性，

提 示 能 够 排 出 活 病 毒，

在传染病防控实践中认

为具备传染性。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黄玲玲）日前，据

媒体报道，天津出现了

三次核算检测阴性，第

四次才为阳性的患者。

曾两次赴甘肃指导当地

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

的苏州大学附属一院郭

强教授向记者表示，“这

种情况一定要受到重视，

临床中也遇到，但属于

极少数，我们在参考指

南的同时一定要结合专

家组早期集体研判，获

得更准确的判断。”他

建议每家医院都应成立

呼吸、重症、感染和影

像等的多学科 24 小时研

判小组，并对其充分放

权，特别是在病人收住、

手术、转科和出院等方

面，研判小组的作用巨

大。自江苏省第一例确

诊患者在苏州确诊后，

郭强教授所在的医院便

开启了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专家研判小组的

工作，自研判小组成立

后，效果非常明显，使

得诊断效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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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教授：心情

比 较 复 杂， 原 先 的

战 友， 现 在 成 了 自

己 的 患 者。 好 在 医

务 人 员 对 于 自 我 症

状 的 识 别 相 对 而 言

是 比 较 敏 锐 的， 所

以 整 体 而 言，14 位

患 病 的 医 务 人 员 症

状相对来说还好。

主持人：救治自己的同事，是一种什么心情？

周琼教授：还是有一

些 担 心 的。 对 于 新 冠 肺

炎，目前尚无特别有效的

抗病毒药物。说实话，专

家组推荐的药物，大都依

据 以 往 病 毒 性 肺 炎 治 疗

的经验，这对于新冠肺炎

而 言 没 有 循 证 医 学 依 据

的。事实上，目前患者使

用 这 些 药 物 的 有 效 性 等

问题，都是需要我们逐步

去摸索的。

对于新冠肺炎患者，

生命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无论是病毒性肺炎还

是细菌性肺炎，营养支持

治疗、对症治疗都是必须

的。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

性疾病，我们通常情况下

不会用很多药，而是更多

地依靠患者自身抵抗力战

胜疾病。新冠肺炎主要是

对肺部的损伤，因此，只

要把患者的肺功能保护起

来，保持氧气的供应，再

把患者的心脏、肝、肾、

脾这些脏器保护起来，那

么 依 靠 患 者 自 身 的 抵 抗

力，通常经过一段时间是

可以恢复的。

主持人：去病房给患病的医务人员治疗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周琼教授：从目前来

看，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在 起

病 的 第 一 周 症 状 相 对 是

比 较 平 缓 的。 但 一 周 以

后， 部 分 重 症 患 者 病 情

就 会 加 重， 这 时 才 是 医

生 最 紧 张 的 时 候， 也 是

患 者 最 难 熬 的 时 候。 但

只 要 挺 过 最 艰 难 的 重 症

期，就意味着曙光在前。

在 14 名 患 者 中， 有

4 位医生的病情相对是比

较重的，每天的体温都是

在 39 度以上，持续发烧

将近 10 天的时间。同时

还伴有很严重的乏力，连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再就

是精神和食欲特别差。

这 一 段 时 间， 我 几

乎不看其他无关的东西，

只 想 看 跟 新 冠 病 毒 有 关

的 文 字 描 述。 当 患 者 的

症 状 无 法 缓 解 的 时 候，

我 就 和 同 事 一 起 跑 去 看

书、 查 文 献， 看 有 没 有

可能有最新的文章出来。

我 们 都 开 玩 笑 说， 感 觉

自 己 就 像“ 打 了 鸡 血”

一样。

通 过 对 疾 病 自 然 病

程 的 观 察， 我 们 也 知 道

了 患 者 大 概 什 么 时 候 病

情 是 最 重 的， 什 么 时 候

慢 慢 缓 解， 现 在 是 越 来

越 清 晰。 这 些 信 息 对 于

医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虽 然 我 们 没 有 前 瞻 性 的

知 识， 只 能 靠 我 们 自 己

去摸索。

主持人：您在救治患者的过程中，对于新冠肺炎的诊疗方面有哪些新的经验？

周琼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