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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早期识别重症支原体肺炎#并且把握治疗时机进行合理的治疗#是支原体肺炎研究领域的

一个热点课题* 该文探讨了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和转归规律* 方法&对 Aa 例支原体肺炎

患儿%#a 例轻症#!" 例重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进行了随诊* 结果&与轻症组相比#重症支原体肺炎

患儿入院前发热天数)总发热天数明显增多#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反应蛋白明显增高#血沉明显增快#ZC=和ZCM

水平明显增高#而ZCF和ZCE水平无明显差异* !"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中#急性期 ] 例表现肺实变#] 例表现肺

实变合并中H大量胸腔积液#$ 例表现肺部病变进展迅速* a 例重症患儿治疗除应用抗生素治疗外#加用糖皮质激

素#疗效满意* 恢复期有 U 例患儿肺部病变迁延不愈#需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 结论& 对于病情重)进展快)肺实

变)中H大量胸腔积液)炎性指标明显升高)单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及病变迁延不愈的支原体肺炎应

高度考虑重症支原体肺炎的可能性* 一旦确诊#除抗生素治疗外#应积极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 对于病情稳定后

仍有肺实变者#应尽早行纤维支气管灌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A?$B%&ZAQ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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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是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社区获得性

肺炎常见的病原体* 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的支原体

肺炎大多病情较轻#呈自限性#或者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治疗疗效良好!!"

* 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报

道重症支原体肺炎在临床并不少见#其临床表现特

殊#免疫紊乱明显#单独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

疗效欠佳!$#Q"

* 现将我科近期诊断的 !" 例重症支

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了总结#并与同期诊

断的 #a 例轻症支原体肺炎进行了比较#以期发现重

症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和转归的规律#并探讨其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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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对象与方法

A7AJ对象

我院 $""# 年 !! 月至 $""A 年 # 月确诊的支原

体肺炎患儿共 Aa 例#男 Qa 例#女 ]" 例#年龄 $ l!A

岁* 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标准参见,实用儿科学-#所

有病例血清支原体抗体ZC=均阳性#病毒检测阴性#

痰培养阴性* 患儿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 出现以下

情况之一者诊断为重症支原体肺炎&

$

症状重#肺部

病变进展快#肺大叶实变#单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

疗反应不佳$

%

肺大叶实变伴中至大量胸腔积液$

&

影响呼吸功能或合并其他系统功能障碍%脑炎)心

肌炎)心包炎)严重肝脏损害等'$

'

合并闭塞性支

气管炎或者坏死性肺炎$

.

病程超过 # 周肺部病变

仍迁延不愈!Q"

*

A7>J方法

对上述 Aa 例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比较轻症组和重症组支原体肺炎患儿

入院前发热天数)总发热天数)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血清'反应蛋白%';1')血沉的差异#并对 Q$ 例轻

症组和 a 例重症组支原体肺炎患儿的免疫球蛋白

%包括ZCF#ZCE#ZC=和ZCM'水平进行了比较* 对 !"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进行随诊*

A7NJ统计学分析

应用 J1JJ !!7U 统计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F检验

进行显著性检验*

>J结果

>7AJ一般资料的比较

轻症组共 #a 例#男 Q] 例#女 QU 例#年龄 %7] m

Q7" 岁$重症组 !" 例#男 U 例#女 U 例#年龄 A7# m

$7A 岁* 年龄在两组间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重症

组患儿入院前发热时间明显长于轻症组 %Kk

"7"!'#总发热时间也明显长于轻症组%Kk"7"U'#

%表 !'*

>U>J两组患儿外周血白细胞总数#血清 !反应蛋

白和血沉的比较

重症组患儿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明显高于轻症

组$重症组患儿血清 ';1水平明显高于轻症组#血

沉也明显快于轻症组%均Kk"7"!'#%表 !'*

表 AJ两组患儿临床资料的比较
%RmD'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入院前发热天数 总发热天数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

a

X̂'

';1% /ĈX' 血沉%// (̂'

轻症组 #a %7] mQ7" #7% m$7# a7% mQ7% a7! m$7Q $U m$Q ]! m$!

重症组 !" A7# m$7A !"7] m]7! !#7a mQ7% !U7A mU7% !"A m]a AQ m$A

F值 "7U" Q7%U $7%! Q7]$ U7Q# ]7U"

K值 o"7"U k"7"! k"7"U k"7"! k"7"! k"7"!

>7NJ两组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的比较

ZCF和ZCE水平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Ko"7"U'* 重症组患儿血清 ZC=水平明显高于

轻症组#ZCM水平也明显高于轻症组%均 Kk"7"U'#

%表 $'*

&&表 >J两组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的比较
%RmD'

组别 例数 ZCF%ĈX' ZCE%ĈX' ZC=%ĈX' ZCM%c_̂X'

轻症组 Q$ !!7# m]7Q !7A" m"7#% !7UA m"7A$ !#$ m$"$

重症组 a !"7U mQ7! !7#] m"7A! $7aa m!7#! QAA m$$#

F值 "7#a "7$Q $7U% $7#A

K值 o"7"U o"7"U k"7"U k"7"U

>7TJ两组患儿的治疗反应和转归

轻症组患儿入院后给予红霉素或者阿奇霉素静

脉点滴#均在 ! lU 2内体温降至正常#后序贯为阿奇

霉素口服#总疗程 $ lQ周#复查肺部病变完全吸收*

重症组因病情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总疗程

] l# 周* 例 ! 入院时病程已 !Q 2#入院后很快体温

正常#炎性指标下降#未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但是

胸片右上肺实变恢复不明显#建议其行纤维支气管

镜灌洗#家长拒绝#半年后复查胸片仍未恢复#行纤

维支气管镜灌洗 U 次#有好转#但 a 个月仍未完全恢

复* 例 $ 入院前发热 !! 2#但是未应用大环内酯类

抗生素正规治疗#入院后给予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静

脉点滴#但是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 ';1持续升高#

加用三代头孢抗感染无效#于入院第 a 天加用糖皮

质激素治疗#次日体温正常#但是右上肺实变恢复不

理想#! 个月后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 $ 次#半年后仍

未完全恢复* 例 Q 入院时已发热 $" 2#在外院治疗

后体温已有所好转#因肺部病变重加用糖皮质激素

治疗#次日体温即正常#! 个月后复查胸片完全恢

复* 例 ] lA 均为肺实变合并中H大量胸腔积液#入

院后在大环内酯类和
-

H内酰胺类抗生素治疗的基

础上行胸腔穿刺#但是积液量无明显减少#加用糖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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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激素后例 # 和例 A 次日体温即正常#例 ] 和例 U

病情较重#虽然次日体温即下降至 Q%f左右#但是

数天后%例 ] 第 U 天#例 # 第 !" 天'体温才完全正

常* 例 A 出院时复查胸片已基本恢复* 例 ] l# 加

用糖皮质激素后虽然体温很快好转#胸腔积液也很

快完全吸收#但是肺实变持续不恢复#均于病程早期

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例 ] 共灌洗 ] 次#半年后胸片

完全恢复#例 U 共灌洗 # 次#Q 月后胸片基本恢复#

例 # 灌洗 ] 次#$ 月后胸片基本恢复* 例 % l!" 均

因病情重)病变进展快在抗生素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激素#次日体温即正常#治疗半月出院#复查胸片基

本正常%表 Q'*

表 NJA?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和随访情况

病

例

年龄

%岁'

性

别

入院前

发热

天数%2'

糖皮质激素

治疗时住院

天数%2'

糖皮质激素

治疗后发热

天数%2'

糖皮质激素

治疗情况
胸片表现 随访情况

! U 女 !Q 未应用 右上肺实变
半年后胸片未恢复#行纤维支气管镜

灌洗 U 次#a 个月后仍未完全正常

$ a 女 !! a !

泼尼松足量口服 Q 2 后减量#

共 !" 2

右上肺实变
!个月后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 $ 次#

半年后仍未完全正常*

Q % 男 $" Q ! 泼尼松口服共 ! 周 右上实变 ! 个月后复查胸片完全正常

] # 女 % ] !"

泼尼松足量口服 $ 周后减量#!

月停用

右下肺实变并中H

大量胸腔积液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 ] 次#半年后胸片

完全正常

U # 男 U U U

甲基泼尼松龙每日 $ /ĈcC#

Q 2 后改口服泼尼松共 ! 月

左肺实变并中H大

量胸腔积液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 # 次#Q 月后胸片

基本正常

# A 女 !! Q !

甲基泼尼松龙每日 $ /ĈcC#

Q 2 后改口服泼尼松共 ! 月

右下实变并中H大

量胸腔积液
灌洗 ] 次#$ 月后胸片基本正常

A ] 男 !" ] !

甲基泼尼松龙每日 $ /ĈcC#

Q 2 后改口服泼尼松共 Q 周

左侧肺炎#右侧胸

腔积液
! 月后胸片基本正常

% !Q 男 A # ! 泼尼松口服 ! 周
右下肺实变#左下

肺炎
出院时胸片基本正常

a !" 女 !" ] !

甲基泼尼松龙每日 $ /ĈcC#

Q 2 后改口服泼尼松 ! 周

左下肺炎并少量

胸腔积液
出院时胸片基本正常

!" !! 男 a Q !

甲基泼尼松龙每日 $ /ĈcC#

Q 2 后改口服泼尼松 ! 周

右肺)左下肺炎并

少量胸腔积液
出院时胸片基本正常

NJ讨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少数支原体肺炎的病人

即使合理使用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病情仍会进展#

重者会合并呼吸衰竭)呼吸窘迫综合征)9Z'#甚至

危及生命* 国内外均有报道!]#U"重症支原体肺炎引

起闭塞性支气管炎#致肺不张而长期不愈#甚至需行

肺切除的病例* 因此#如何早期识别重症支原体肺

炎#并且把握治疗时机进行合理的治疗#成为支原体

肺炎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课题* 我们将近期诊断的

!"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了总结#

并与同期诊断的 #a 例轻症支原体肺炎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病情重#胸片改变重

且进展快#多表现肺实变合并 不̂合并胸腔积液#实

验室检查发现#与轻症组相比#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

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血清';1明显增高#血沉明显

增快#ZC=和ZCM水平明显增加#这为临床早期发现

重症支原体肺炎的病例提供了依据*

重症支原体肺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以

往研究认为支原体肺炎的发生有两种主要机制&病

原体的直接作用和病原体激发免疫炎症反应的间接

作用* 许多临床研究显示!# la"

#肺炎支原体患儿外

周血 '9] 细胞)'9% 细胞)'9] '̂9% 细胞比值和

R

I

! R̂

I

$ 细胞比值发生变化#血浆中白细胞介素)干

扰素)肿瘤坏死因子和一氧化氮等细胞因子失衡#提

示细胞免疫在其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此外研究发

现#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可产生特异性 ZC=#ZCF#ZCE

抗体及分泌型 ZCE抗体#提示体液免疫在其发病中

也起作用* Y)/等!!""发现抗体滴度高#持续时间长

是引起肺部疾患后遗症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发现#

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浆中ZC=水平明显高于轻症

组#而ZCF和 ZCE无明显变化#这提示高滴度的 ZC=

在重症支原体肺炎的发生中有重要作用* 有报道

ZCM的出现及升高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或者反复支

原体感染致哮喘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研究发现重

症支原体肺炎患儿急性期血浆中ZCM水平也明显高

于轻症组#提示这些患儿体内存在严重的体液免疫

紊乱#是否预示这些患儿以后发生支气管哮喘的可

能性增加尚有待进一步随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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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与轻症患儿相比#重症支原体肺炎

患儿';1水平明显升高#加用
-

H内酰胺类等广谱抗

生素治疗效果不佳#而加用糖皮质激素后随着病情

的好转';1很快降至正常#并且这些患者的痰培养

均阴性#提示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1明显升高可

能不完全提示合并了其他细菌感染#而可能与支原

体严重感染后免疫紊乱导致的组织损伤有关*

关于重症支原体肺炎的诊断国内外并无统一标

准* 我们的诊断主要参照北京儿童医院赵顺英

等!Q"的标准* !" 例患儿中#急性期 ] 例表现肺实

变#] 例表现肺实变合并中H大量胸腔积液#$ 例表现

肺部病变进展迅速* 恢复期有 U 例患儿肺部病变迁

延不愈* 本研究中 !" 例重症支原体肺炎患儿在急

性期均有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增高和核左移的现象#

血清';1明显增高和血沉也明显增快#提示炎症反

应强烈#我们认为这些也是重症支原体肺炎的提示

依据*

重症支原体肺炎的治疗强调免疫治疗#越来越

多的研究显示在应用强有力抗生素的基础上加用肾

上腺糖皮质激素对于重症支原体肺炎的治疗效果肯

定!$#Q"

* 以往有学者认为丙种球蛋白对于重症支原

体肺炎也有相当疗效#但是我们的临床经验发现#肾

上腺糖皮质激素的作用远远强于丙种球蛋白#对于

例 $ 和例 ]#我们均在应用糖皮质激素前用过丙种

球蛋白#无明显疗效#但是应用糖皮质激素后体温很

快稳定#病情好转#其他几例患儿均未用过丙种球蛋

白#激素治疗疗效满意* 关于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时

机)剂量和疗程目前均无一致性意见* 多数人主张

对于重症支原体肺炎应早期应用#我们的体会也是

早期应用会缩短治疗疗程和减少后遗症* 可根据病

情严重程度选择应用甲基泼尼松龙或者泼尼松* 关

于糖皮质激素的治疗疗程#有研究者主张在急性期

Q lU 2即可!$"

#我们认为需要根据病情来选择#病

情相对轻)肺部改变恢复快的患儿总疗程 ! 周左右

即可#但是对于病情重#尤其肺部改变重#恢复慢#应

适当延长疗程#考虑合并闭塞性支气管炎致肺实变

不恢复者口服糖皮质激素甚至可延长至 ! 个月以

上#部分恢复不良者还可继续吸入激素一段时间*

此外#无论轻症还是重症支原体肺炎#均可因炎

性分泌物阻塞而合并肺不张#对于经过抗生素)雾

化)翻身排背)激素等治疗后#肺不张持续的患儿#目

前主张早期行纤维支气管镜灌洗#能够明显地改善

预后* 本组病例中凡发现肺不张肺实变持续后早期

行支气管灌洗者#均恢复良好* 因此在经其他治疗

后患儿一般状况稳定%体温稳定#炎症指标基本恢

复'的情况下#如仍持续存在肺不张#建议早期行纤

维支气管镜灌洗*

总之#肺炎支原体感染可以引起重症支原体肺

炎#应提高对于诊断重症支原体肺炎的警惕性* 对

于病情重)进展快)肺实变)中H大量胸腔积液)肺外

器官炎症受累)炎性指标明显升高)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治疗无效及病变迁延不愈的支原体肺炎应高度考

虑重症支原体肺炎的可能性* 一旦确诊后#除抗生

素治疗外#应积极早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对于常

规治疗病情稳定后仍有肺不张者#应尽早行纤维支

气管镜灌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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