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科临床研究与实践 2021� 第2卷�第4期�国际全科医学

66

儿科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人的临床诊断分析

张�琳*

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医院��黑龙江�密山��158300

摘�要：目的：研究儿医院对病毒性肺炎支原体感染性病人的临床医疗有效性。方法：����年�月－����年�月接

收防治的病毒性肺炎及支原体等传染性病例共六十例，并将其分为二组，各三十例。对照组使用红霉素（静脉滴注）

防治；检查组使用阿奇霉素防治（静脉滴注�服用）。对比二组效果。结果：检查组防治的有效率远大于对照组，且

病例出现率小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含义（��������）；检查组干咳、湿啰音、高热等病症消失持续时间及住院持续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含义（��������）。结论：对儿科的肺炎支原体病毒感染患儿，采取静脉滴注�口服给

药或阿奇霉素防治的效果非常好，既有较大的安全，且可有效缓解干咳、高热等表现，同时还能减少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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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肺病与支原体病毒感染是呼吸科常见病的一类病症，肺炎是指支原体等位于细胞与病毒中间，造成肺部病毒感染

的细微物>��。出现在五至十五周岁左右的孩子，可发在四季，初期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干咳、头痛等，会造成呼吸的严

重损害和肺部并发症，我院还研究了对儿科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人的临床研究治疗方法，现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年�月至����年�月的一百例肺炎支原体感染者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全部儿童均持续高热，并伴随

头痛等表现，且二肺均有哮鸣声，体温范围在三十八点五到四十度左右之间，经�线检测结果显示存在斑片阴影等不

同程度的肺部炎症，并利用儿童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来检验儿童肺炎支原体，结果显示均为

阳性。二组都采取了常规治疗方法，如补液、化痰、止咳等方法。①对照组：先给予乳糖酸红霉素，或将十PJ�NJ红

霉素与葡萄糖刺激按�：�的比例�碳酸化氢钠水溶液混匀后静脉滴注，每日一K次，并持续进行�a�G>��。②观察组：如

果患者的受累系统为心血管系统，其临床表现为((�以及心肌酶异常，对此类患者采用阿奇霉素和营养心肌的药物予

以防治>��；如果患者的受累系统为泌尿系统，其临床表现为尿蛋白为阳性表现、一过性血尿、肾小球肾炎等，则对该

类患者应用阿奇霉素制剂予以防治；如果患者的受累系统为面神经系统，其临床症状为支原体脑炎、面神经瘫痪、神

经根炎，一般对面神经瘫痪病人选择阿奇霉素和糖皮质类激素制剂加以防治，对支原体脑炎的病人则要加入红霉素防

治；如果患者的受累系统为消化系统，其临床症状为�/7和�67水平增高、急性胰腺炎等，�/7和�67升高的患者可

以通过阿奇霉素和保肝药物进行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可以通过阿奇霉素和补液以及营养支持进行治疗；如果患者

的受累系统为血液系统，其临床表现为粒细胞减少、噬血细胞综合征、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对粒细胞减少的患者采取

阿奇霉素配合升白细胞药物的治疗，对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患者采取阿奇霉素配合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如果患者的

受累系统为皮肤黏膜，其临床表现为充血性斑丘疹、过敏性紫癜以及6WHYHQ-RKQVRQ综合征，对过敏性紫癜的患者采取

阿奇霉素配合抗过敏的治疗。

�����观察指标

对比了二组病人的临床疗效、临床应用症状消失日期、住院治疗持续时间和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应用

表现主要包括干咳、湿啰声、高热。严重的不良反应还有皮下疱疹、腹痛、心律失常。

疗效评判标准是：①明确：在治愈后，干咳、湿啰音、高热的早期临床表现均全部消失了，通过�线检测发觉其

肺部阴霾亦明确变小；②合理：干咳、湿啰音、高热的早期临床表现均有所改善，通过�线检测发觉其肺部阴霾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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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小；③无效：对干燥、湿啰音、高热等的临床应用表现并没有明显改善，或有加重，而对经过�线检查后发现其肺

中阴影，却并不能缓解。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总例数�百分之一百。

�����统计学方法

数据通过6366三点零软件解析；计算资料以>�（%）�形态呈现，采用χ检验；测量资料一般以（ ）代表，用�

检验；��������的差值有着重要统计学含义。

2��结果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本组患者的有效性超过了对照组，差异更富有统计学理论意味（��������）。

表1��十二组病人临床效果对比[�（%）]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 �����

� �����

�����两组病人临床体征的消失日期和住院日期比较

观察各组干咳、湿啰声、高热消失的持续时间和住院持续时间都短于对照组，差异具备一定统计科学涵义（��

������）。

表2��病人临床体征以消失日期和住院时间一致比较（ ，�）图表

组别 � 咳嗽 湿啰音 发热 住院时间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各组的患者死亡率均小于对照组，此差距有统计学理论含义（��������）。参见图表�。

表3��十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图表

组别 � 皮疹 腹痛 心律失常 发生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 �����

� �����

3��讨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性在儿科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病症，而这个疾病的重要特征就是发病的周期相当漫长，即便在经

过治疗以后病情已经好转甚至治愈，但以后也很有机会再复发，在儿童中传染以后还会造成脏器严重损伤，严重地影

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给个人和家人都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心理伤害和压力。03病毒感染通常有着季节性的特征，但感

染率更多的时节为秋天和冬天，一般包括了细菌感染和病毒感染等情形，而物理刺激和化学物质刺激等会儿给患者的

气管和细支气管黏膜带来较大的反应>��。在临床诊断过程中给小儿进行静脉药物，有效增加血药的含量，抑制好疾病

的进展。通过这项调查可以看出，消化系统03感染的患者在整个患者中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不过对于疾病的发生机

理目前还缺乏具体的研究结论。由于支原体感染在刚开始感染的时候没有明确的临床研究体征，在进行了胸片检测以

后可能也无法找到什么特异状态，而且患者发病的周期也相当漫长，所以如果传染上了03，将会加速患者的疾病进

展。临床对本病的误诊率相当高，并且处理起来存在相当的难度，使得部分病人错失了最佳的诊断时机。所以，儿童

医护人员如果需要提高对肺炎支原体病毒感染的关注，可通过间接法来测定儿童血中的03�,J0抗体水平，这对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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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治疗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价值。在临床治疗诊断过程中，由于支原体病毒感染时没有细胞壁构成，导致一般效果

较好的用药为大环内酯类药物，但尽量不要应用β－内酰胺酶类药物，因为这些药品的疗效都较差。由于大环内酯类

药物会对消化系统形成特定的副作用，所以需要用到西咪替丁等药品作为辅助治疗，才能有效地起到维持消化系统的

功效，另外，还会使用到消旋卡多曲等制剂来止泻。腹泻也是婴幼儿肺炎中支原体病毒感染的主要临床表现，但通过

调查也可以了解，婴幼儿患者的肠胃道还不是全部发育好，因此也会发生腹泻现象>��。各个年龄的病人会显示出不同

的体征，需要针对患者的情况相应的03抗体检测来显著增强疾病检测的准确率，有效实施诊断，这样才能取得良好

的治疗效果。临床疗效上改善肺炎支原体感染性病的药物选择较多，由于布地奈德对混合细胞悬液炎症介质产生了较

好的抑制，可控制发炎反应以及对人体气道环境的损害，也因此提高了对儿童毛细型急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诊断研究表

现，同时也有研究证明布地奈德对混合细胞悬液结合β接收器的激动药物疗效较好。治疗药物在临床研究上布地奈德

混合细胞悬液可利用舒缓喘息平滑肌的优点而控制喘憋，从而起到了减轻气道痉挛的目的，同时又因布地奈德混合细

胞悬液毒副作用相对较小，且可促进炎症反应而不伤胃，因此对于其他长期用药治疗而无显著效果的肺炎支原体等病

毒感染儿科门诊患者，亦有着重要意义。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儿科肺炎支原体病毒感染病人使用阿奇霉素治疗具有较好的疗效，而且既有较高的安全系数，且可

有效缓解小儿干咳、高热等表现，同时还能减少住院时间，因此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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