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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感染不是法定
传 染 病 ，没 有 明 确 的 隔 离 期
限，但跟其他呼吸道病原体感
染 一 样 有 传 染 性 ，潜 伏 期 为
1—3 周 ，且 为 飞 沫 传 播 ，容 易
在 儿 童 之 间 流 行 ，因 此 ，建 议

结 束 用 药 或 者 出 院 后 1 周 ，且
等 到 咳 嗽 症 状 基 本 好 转 后 再
去上学。若是反复咳嗽超过 2
个月还不断根，需进一步医院
就诊看是否引起了哮喘、闭塞
性细支气管炎等并发症。

虽 然 叫“ 肺 炎 支 原 体 ”，但
它并不总是会引发肺炎。相对
于 成 人 ，小 孩 似 乎 感 染 后 更 容
易出现肺炎的情况。有些人可
能 有 轻 微 的 感 冒 症 状 ，比 如 喉

咙 痛 、咳 嗽 或 发 烧 。 但 在 少 数
情况下，它可以引起肺炎，表现
为 持 续 的 咳 嗽 、胸 痛 和 呼 吸 困
难 。 对 于 有 哮 喘 的 人 ，这 种 感
染可能会使症状加重。不是！

支 原 体 是 常 见 的 病 原 体 ，
人群对肺炎支原体普遍易感，
肺 炎 支 原 体 肺 炎 好 发 于 5 岁
以上儿童和青少年。

中 华 医 学 会 呼 吸 病 学 分
会 主 任 委 员 瞿 介 明 介 绍 ：今
年 和 往 年 相 比 ，我 国 的 支 原
体 肺 炎 出 现 了 低 龄 化 的 特
点 ，一些 3 岁以下的儿童也有
发病。

肺 炎 支 原 体 近 两 年 在 我
国一些区域流行，通常在季节

转换的时候，比方说夏季转到
秋季，或者是秋季向冬季转换
的 时 候 ，可 能 会 出 现 局 部 、短
暂的集聚性流行。

北 京 儿 童 医 院 小 汤 山 诊
疗中心副主任护师张洁表示，
肺 炎 支 原 体 主 要 经 呼 吸 道 飞
沫传播，支原体肺炎主要从密
切 接 触 的 亲 属 及 社 区 开 始 流
行 ，易 在 幼 儿 园 、学 校 等 人 员
密 集 场 所 传 播 。 该 疾 病 多 见
于 5 岁 及 以 上 儿 童 ，但 5 岁 以
下儿童也可发病。

支 原 体 肺 炎 有 哪 些 症
状？据《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
诊 疗 指 南（2023 年 版）》，该 疾
病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
现 ，可 伴 有 头 痛 、流 涕 、咽 痛 、
耳痛等。其中，发热以中高热
为 主 ，持 续 高 热 者 预 示 病 情
重。咳嗽较为剧烈，可类似百
日 咳 样 的 咳 嗽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部 分 患 儿 有 喘 息 表 现 ，以
婴幼儿多见。

在 诊 断 方 面 ，支 原 体 肺 炎
可 以 结 合 临 床 和 影 像 学 表 现
以及病原学、血清学检查来进
行判断。据悉，支原体肺炎早
期胸片或胸部 CT 主要表现为
支气管血管周围纹理增粗、增
多 ，支 气 管 壁 增 厚 ，可 有 磨 玻
璃 影 、“ 树 芽 征 ”、小 叶 间 隔 增
厚 、网 格 影 等 ，再 结 合 肺 炎 支
原 体 抗 体 或 核 酸 检 测 即 可 作
出诊断。

有 人 称 ，支 原 体 肺 炎 易 跟
普 通 感 冒 混 淆 。 北 京 佑 安 医
院 感 染 综 合 科 主 任 医 师 李 侗

曾 介 绍 ，与 普 通 感 冒 相 比 ，支
原体肺炎症状更重、持续时间
更长。

支 原 体 肺 炎 最 佳 治 疗 窗
口 期 为 发 热 后 5 天 至 10 天 。
轻 症 患 儿 除 抗 肺 炎 支 原 体 治
疗外，不应常规使用全身性糖
皮质激素治疗；重症患儿应采
取不同侧重的综合治疗。

李 侗 曾 表 示 ，支 原 体 肺 炎
不属于我国法定传染病，但具
有 传 染 性 ，一 旦 出 现 相 关 症
状 ，要 做 好 防 护 ，避 免 传 染 给
其他人。

发 热 、咳 嗽 是 主 要 症 状 ，
通常咳嗽剧烈，而且发热退后
咳 嗽 可 能 继 续 1—2 周 。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可 引 起 上 呼 吸 道
感染，也可引起肺炎等下呼吸
道感染，还可引起肺外并发症
等。

肺 炎 支 原 体 的 临 床 体 征
往往轻于影像学检查结果，在
临床症状消失后，肺部影像学
检查还可能有炎症表现。

首 都 医 科 大 学 附 属 北 京 世
纪坛医院儿科见习医师孙华颖
表 示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不 等 同
于 支 原 体 肺 炎 ，是 否 需 要 治 疗
要 根 据 感 染 部 位 及 症 状 判 断 。
如果怀疑是肺炎支原体导致的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不 建 议 抗 感 染
治 疗 ，可 自 愈 ；而 感 染 累 及 下
呼 吸 道 会 出 现 咳 嗽 等 症 状 ，少
部 分 感 染 者 会 进 展 为 肺 炎 ，需
抗肺炎支原体治疗。

如 果 出 现 发 热 伴 有 剧 烈 咳
嗽 ，应 及 时 就 诊 ，尽 快 查 明 病
因 ，规 范 治 疗 ，切 忌 自 行 盲 目

用药。
青 霉 素 和 头 孢 对 没 有 细 胞

壁的肺炎支原体无效。而罗红
霉 素 、阿 奇 霉 素 等 大 环 内 酯 类
抗 菌 药 物 ，是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的首选治疗药物。

北 京 儿 童 医 院 小 汤 山 诊 疗
中 心 副 主 任 护 师 张 洁 建 议 ，感
染肺炎支原体后可以吃一些滋
阴润肺的食物。家长要密切观
察 患 儿 病 情 变 化 ，如 果 出 现 喘
息 或 呼 吸 困 难 等 类 似 症 状 ，尽
快 到 医 院 检 查 并 就 诊 ，以 免 贻
误病情。

孩 子 咳 嗽 剧 烈 ，又 有 反 复
发 热 、精 神 、食 欲 变 差 等 症 状
时 ，尤 其 是 学 龄 前 期 或 学 龄 期
的儿童，这时胸片或者 CT 可表
现为大叶肺炎或“白肺”，有的

甚 至 还 会 合 并 胸 腔 积 液 、肺 不
张、坏死性肺炎、肺脓肿等，如
有 上 述 表 现 者 建 议 住 院 治 疗 ，
必 要 时 需 要 行 气 管 镜 灌 洗 治
疗。

以 前 支 原 体 在 人 体 感 染 当 中 并 不 是 主
角 ，尤 其 是 肺 炎 这 一 块 ，随 便 挑 几 个 细 菌 都
比 支 原 体 感 染 频 率 高 ，但 近 几 年 随 着 抗 生
素 滥 用 ，支 原 体 耐 药 性 上 升 ，支 原 体 肺 炎 变
得 越 来 越 普 遍 ，而 且 人 群 对 支 原 体 的 免 疫
防 御 能 力 普 遍 不 够 持 久 ，该 病 原 体 会 在 家
庭 成 员 之 间 相 互 反 复 传 染 ，甚 至 长 期 寄 生
在人体内，人体免疫力一旦低下就可能
致病。

一 般 来 说 ，支 原 体 感 染 大 部 分 是 一
个 自 限 性 的 过 程 ，即 使 不 用 药 ，一 个 星
期左右自己也能好转，如果使用药
物 的 话 ，好 转 得 会 更 快 一 点 ，大 部
分不会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但反复
严重感染可能会破坏肺部结构，导
致支气管扩张等后遗症。

儿童感染肺炎支原体数量
的增加与什么有关？它的传染
力有多强？面对诸多疑问，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宝山分院儿科主治医师刘茂
松表示，肺炎支原体结构比病
毒复杂，分子量较病毒大。它
的 致 病 机 理 目 前 尚 未 完 全 清
楚 ，它 不 属 于 法 定 传 染 病（各
政府在其传染病防治法规内，
条 列 出 特 定 项 目 的 传 染 病），
传播力没有传染病那么强。但

在密切接触感染者后，处于免
疫力低谷的人群容易感染。

对于“此病毒一般 3—5 年
迎 来 一 个 高 峰 ”的 观 点 ，刘 茂
松 并 不 赞 成 。“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没 有 季 节 性 ，全 年 都 会 感
染。开学季后人员相对集中，
又碰上流感等病毒，多重因素
才造成近期门急诊及发热门诊
的就诊高峰。今年会不会迎来
高峰不好说，目前来看还没有
达到我们最忙的那种程度。”

目 前 还 没 有 预 防 肺 炎 支
原体感染的疫苗，国家建议接
种 的 13 价 、23 价 肺 炎 疫 苗 是
用 来 预 防 多 种 肺 炎 链 球 菌 肺
炎的，并不能用来预防肺炎支
原体感染。

湖 南 省 儿 童 医 院 呼 吸 内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吴 碧 琛 建 议 做
到以下几点，避免呼吸道的交
叉感染。

1、保 持 双 手 清 洁 ，尤 其 在
触 摸 口 、鼻 或 眼 之 前 ；触 摸 扶
手或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或
当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时，
如咳嗽或打喷嚏后。

2、以 洗 手 液 和 清 水 洗 手 ，
搓手时间最少 30 秒。

3、打 喷 嚏 或 咳 嗽 时 应 用
纸巾掩盖口鼻，把用过的纸巾
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然后彻
底清洁双手。

4、当 出 现 明 显 呼 吸 道 感
染病症时应戴上外科口罩，严
重者不应上班或上学，避免前
往 人 多 密 集 的 地 方 ，尽 早 就
医。

5、患 者 应 避 免 接 触 婴 幼
儿、儿童等高危人群。

6、经 常 清 洁 和 消 毒 常 接
触的物体表面，如玩具和家里
的共用物件。

7、保 持 室 内 空 气 流 通 ，家
里注意开窗通风，避免去人多
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公众地方。

每到降温、换季，都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期。最近，全国

多地医院出现了较多的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多以儿童为主。

“今年或是肺炎支原体流行大年”话题也冲到热搜。强传染、易

漏诊、难治疗、症状消退慢是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特点，以下这些

问题一定要清楚。

“ 就 是 轻 微 咳 嗽 ，低 烧 ，没
想到这么严重 。”长沙宁乡市 8
岁 的 张 乐（化 名），在 国 庆 假 期
的 最 后 两 天 ，出 现 了 咳 嗽 症
状，之后又开始低烧。

妈 妈 以 为 她 是 感 冒 了 ，就
给 孩 子 吃 感 冒 药 ，感 觉 没 有 效
果 ，又 开 始 吃 头 孢 类 药 物 。 可
孩 子 断 断 续 续 发 烧 了 6 天 ，一
直 没 有 康 复 ，家 人 赶 紧 将 张 乐
送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

医 生 根 据 张 乐 的 症 状 ，做
了 一 系 列 的 检 查 ，最 后 确 诊 为
支原体感染阳性。

“ 根 本 没 想 过 是 肺 炎 ，一

直 以 为 是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张
乐 妈 妈 表 示 ，目 前 正 在 住 院
治 疗 ，恢 复 得 不 算 太 理 想 ，希
望 其 他 家 长 也 能 引 起 重 视 ，
警 惕 这 种 难 治 性 的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

病
例

诺 诺 今 年 6 岁 ，最 近 总 是
咳 嗽 ，还 伴 有 发 热 ，体 温 最 高
可达 40 度，吃过退烧药后温度
能 下 降 ，但 过 几 小 时 又 烧 起 来
了 。 持 续 4 天 后 还 是 没 有 好
转 ，父 母 将 诺 诺 带 来 深 圳 市 龙
华 区 人 民 医 院 ，拍 片 提 示 肺
炎 。 医 生 给 予 阿 奇 霉 素 、雾 化
等 治 疗 ，但 体 温 仍 反 复 不 退 ，
咳嗽好转不明显，CT 显示左肺
下 部 明 显 见 大 片 状 密 度 增 高
影 ，相 应 支 气 管 狭
窄 、闭 塞 ，可 见 胸 腔
积 液 。 入 院 后 ，医 生
给 她 进 一 步 检 查 ，发
现 是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 在 经 过 加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等 综 合 治 疗 后 ，诺 诺
终 于 退 烧 了 ，咳 嗽 基 本 消 失 ，
目 前 仍 在 随 访 复 查 中 。 今 年 ，
像 诺 诺 这 样 的 肺 炎 支 原 体 感
染 的 患 儿 很 多 ，有 些 病 人 相 对
轻点，也有更严重的。

反复发烧咳嗽 拍片提示肺炎吃头孢无效 烧了6天确诊

支 原 体 是 一 种 非 典 型 病
原 体 ，它 比 病 毒 复 杂 ，病 毒
不 能 自 我 复 制 ，必 须 在 寄 生
对 象 内 利 用 宿 主 对 象 的 细
胞 核 进 行 复 制 ，支 原 体 可 以
在 充 满 营 养 物 质 的 培 养 基
上 自 行 生 长 增 殖 ，它 具 有 细
胞 核 ，但 没 有 普 通 细 菌 所 具
有 的 常 规 装 备 — 细 胞 壁 ，所

以 它 的 形 状 常 常 没 那 么 规
整 ，有 时 候 还 会 呈 现 分 枝
状 。

支 原 体 是 可 以 自 我 增 殖
生 长 的 最 小 微 生 物 ，它 在 进
化 程 度 上 比 病 毒 更 高 。

肺 炎 支 原 体 是 人 类 支 原
体 肺 炎 的 病 原 体 ，分 为 I 型 和
II 型共两种亚型。

肺炎支原体是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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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
是新出现的病原体吗

肺炎支原体感染
有何症状

4 出现相关症状如何治疗

5 感染肺炎支原体
都会引起肺炎吗

6 什么情况需住院治疗

7 反复感染支原体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8 肺炎支原体
感染高峰到了吗

9 肺炎支原体感染
怎么预防

10 支原体感染后
多久可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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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肺炎支原体感染十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