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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控

近期，多地进入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季，出现医院门诊和急诊
量增长，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人
数增多的情况，不少成人也中
招，浙江多个院区发热门诊就诊
人数最高达原日均五倍。

最近除了孩子感染流感，不
少成人也中招了。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多病源监测
结果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不同年龄群体流行的主要病
原体不同：

1~4 岁人群以流感病毒、鼻
病毒为主；

5~1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肺
炎支原体、腺病毒为主；

15~59 岁人群以流感病毒、
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

60 岁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
毒、人偏肺病毒和普通冠状病毒
为主。

央视《健康中国》栏目邀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张
文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以及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
长、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三位专家，就当前网络上
常见的关于呼吸道疾病误区进
行详解。

误区1
今年的冬季呼吸道病毒复杂

叠加感染很可怕？
张文宏表示，很多人会害怕

自己叠加感染。其实有时候检
测出多种病毒或细菌是因为采

取了非常敏感的检测手段，不用
过于担心。

童朝晖表示，尽管测出来了
很多病原体，但并不代表每一种
都是致病的。医生会结合病人
的临床情况，综合分析哪一种是
病人的致病菌。

刘清泉表示，从中医角度来
看，叠加感染是合病或并病。“比
如发烧 7 天好了，发现是流感。
10天左右又发烧了，这次是支原
体。这其实不是叠加，而是养护
不好，后续发病的情况。”

误区2
支原体肺炎是新冠的变异？

童朝晖表示，人类在20世纪
初就发现了支原体这种微生物，
直到 20 世纪末期才确定它是一
种病原体，而新冠病毒在2019年
末才被大家知晓，两者毫无关
系。

为什么孩子特别容易感染
支原体？童朝晖表示，儿童的免
疫力系统发育不健全，抵抗力不
如成人，因此更容易被感染。

误区3
一旦感冒发烧就得赶紧输液？

童朝晖表示，“感冒发烧输
液好得快”，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与流感相比，感冒发烧的温
度更低，症状也更轻，往往是上
呼吸道的症状。如果感冒后出
现发烧或者咳嗽，在家服用退烧
或止咳的药物即可，要注意多休
息、多喝水、补充营养。

而对于流感来说，部分流感

可能引起肺炎，甚至出现重症肺
炎，这个时候可能要住院，住院
医生会判断你是否需要输液。

张文宏也表示，一般输液只
限于住院的重症病人，或者有些
药物无法口服，只能通过输液。
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口服药物效
果更好。

误区4
支原体肺炎完全可以在家自愈？

童朝晖表示，大多数情况
下，不管是病毒还是支原体，如
果它局限在上呼吸道，大部分可
以自愈，一小部分可能会发展到
肺炎。

张文宏表示，一般来说，支
原体肺炎在家用一些对症药物
就能好转，但需要注意有没有向
重症的方向发展。比如，孩子用
药后情况好转，就可以在家观
察；如果吃了退烧药仍高烧不
退，状态萎靡不愿吃东西，这种
情况应尽早就医。

误区5
冬季增大运动量

发场大汗就可以提高免疫力？
刘清泉表示，从中医的角度

来讲，过分出汗会伤人的阳气。
冬季运动身上微微发热，微微出
汗就可以。大汗淋漓的运动也
没问题，但不用天天如此。

张文宏表示，提倡大家维持
一定量的运动水平，“哪怕今天
很忙，走个5000步也很好”。

（综合央广网、央视新闻、央
视财经、中国新闻网、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 陈坤 通讯员 陈文璇
当前，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

时期。
福建人注意了，有高热不等

于都是呼吸道疾病，如果持续高
热3天，最高体温达到39.2℃，双
侧结膜充血，可能是川崎病。

川崎病合并支原体肺炎
近期，福州仅1岁的佳佳（化

名）多天高烧不退，确诊支原体肺
炎以及川崎病！

家住福州市区的女童佳佳今
年 1 岁，3 天前突然发烧，爸妈认
为是感冒，想着过两天就好了。
可接下来的几天，佳佳体温时高
时低，最高达39.2℃，输液后均效

果不好。
过了两天，佳佳又开始发烧了，

且孩子的躯干散布着丘疹、手足指
尖硬肿，还伴有口唇皲裂、杨梅舌等
症状，咳嗽时也是阵发性咳嗽。

接诊的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儿
科黄理森主任医师马上意识到，
佳佳患的不是常见的感冒，而是

黏膜皮肤淋巴结综合征，也叫做
川崎病，并收住入院。

明确病因后，儿科医疗团队
对佳佳进行了免疫球蛋白输注、
保心护肝等对症治疗，目前佳佳
正在康复中。

与普通感冒极其相似
黄理森主任介绍，川崎病又

叫皮肤黏膜淋巴结综合征，因日
本学者川崎首先报道此病而命
名，它是一种原因未明的小儿急
性发热出疹性疾病，多发于 6 个
月~5岁婴幼儿。

川崎病症状表现：
●以急性发热起病，并伴有

咳嗽、流涕、腹泻、口腔黏膜充血，

早期往往易被误诊为上呼吸道感
染，随着病程进展手足皮肤还会
出现广泛硬性水肿，手足掌心有
红斑，指（趾）端模样脱皮；

●全身可见多形性皮疹，无
水疱或结痂；

●双眼球结膜充血，但无脓
性分泌物及流泪；

●口腔黏膜呈弥漫性充血，
唇红干燥，皲裂出血，舌乳头突起
呈“杨梅舌”；

●颈部双侧及颌下淋巴结肿
大。

黄理森主任提醒家长，川崎
病与普通感冒极其相似，易误诊。
川崎病可出现全身多器官受累，但
最主要的危害是获得性心脏病。

目前，肺炎支原体、流感、
肺炎链球菌等多种呼吸道病
原体处于流行阶段，不少人中
招，也有一些人出现了多种病
原体混合感染的情况。

现阶段，比较流行的病
原体主要是肺炎支原体、流
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
炎链球菌等。

什么是混合感染？
多种呼吸道传染病原混

合感染指的是：冬季常见的
呼吸道疾病如肺炎支原体、
甲流病毒、新冠病毒三者叠
加感染。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腺
病毒、副流感病毒之间，以及与其
他病原体之间产生的叠加感染。

儿童、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
人是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

出现混合感染后，早期鉴别诊
断很重要，现在多数医疗机构能够
对流感病毒、新冠病毒、支原体等做
检测，有助于尽早实施针对性治疗。

如果发热持续时间超过72个
小时或体温超过40℃，或频繁咳嗽
以致影响正常生活，或出现胸痛、
喘憋、咯血、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精神差、频繁呕吐等症状时，要及
时去医院就诊。

如何预防混合感染？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

安全有效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勤洗手，

多开窗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尽量
遮住口鼻，必要时戴口罩。在呼吸
道疾病流行时期，尽量减少前往人
群聚集的场所。

保持充足的睡眠，饮食上多吃
优质蛋白，富含维生素A和维生素
C的食物。做好家庭卫生，如有家
庭成员发生呼吸道感染，注意隔
离。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或其他
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尽量减少去
人员聚集的地方。

（科普中国 人民网 南安疾控）

支原体肺炎是新冠的变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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