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儿科主任 陈英

近日，支原体感染、支原体肺炎成为妈妈
圈的高频词。新冠疫情三年后，在支原体感染
到来之前，孩子们已经经历了数轮感染性疾
病，它们分别是：流感、合胞病毒感染、感染性
腹泻、疱疹性咽峡炎等。从今年3月开学到现
在，“每月一病”的孩子占有相当比例。

支原体规模流行时间提前，波及范
围广泛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人人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增加通风及较多的物体表面消
毒，减少了儿童与其他病原体的接触，使病毒
和细菌感染发病率下降。然而事物都有两面
性，感染减少使病原体对人体的免疫刺激不
足，易感人群增加，群体免疫力下降。许多国
家在减少群体防护的执行强度和规模后，呼吸
道合胞病毒等病原体感染发生率明显增高。
在此背景下，专家提出COVID-19期间免疫债
的概念（上述内容引自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23年1月第38卷第1期“儿童新型冠状病毒
流行期间的免疫债及其影响”）。

简单说，新冠三年孩子们少得没得的病现
在都可能会一一得一下。流感打了头阵，现在
轮到支原体了。

支原体是一种类似细菌但不具有胞壁的原
核微生物，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比细菌小，比
病毒大，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致病性微生物。
常见的支原体规模流行大都发生在每年的11
月、12月，今年提前到了8月、9月份，波及的人
群也更广泛，患儿的病情偏重、病程偏长。

支原体肺炎特征典型，孩子出现以
下情况须警惕

1.剧烈的刺激性干咳：剧烈咳嗽为本病突

出的症状。初为干咳，咳嗽顽固、剧烈，孩子咳
得停不下来甚至影响白天的活动与夜间的睡
眠。后期痰多，咳嗽仍较剧烈。

2.发热：高热居多，如不进行治疗，常发热
持续不退。也有体温不高甚至不发烧的，相对
较少。

3.听诊常听不到啰音：一般的肺部感染医
生能听到湿啰音，但支原体肺炎大多数听不到
啰音。其肺部听诊与剧咳、高热等临床表现非
常不一致，成为本病特点之一。因此，支原体
肺炎的诊断常需要拍胸片协助诊断。

4.胸片：典型的支原体肺炎常可见肺内较
大片阴影。

5.血常规化验：支原体的血常规化验没有
什么特点，不像典型的细菌感染那样白细胞总
数、中性粒细胞、CRP均增高，也不像病毒感染
那样基本正常，常呈现白细胞正常或偏高，或
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RP其中一项偏高。

6.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查：支原体抗体检查
阳性可有助于诊断，但阴性不能除外。且支原
体抗体在病程初期常检测不出，对于早期诊断
帮助不大。

上述是典型的支原体肺炎的特征，但实际
上也不是所有的支原体肺炎都呈现这些特
征。临床上有的孩子只有高烧而咳嗽不明显，
门诊中曾遇到一个孩子发烧5天，伴有2天很
轻的咳嗽，一拍片子也是肺炎。也有的孩子发
烧不明显，仅呈现中低热，甚至还有不发烧但
是咳嗽非常剧烈，拍片子也是肺炎。

关于支原体感染，这些问题要清楚

孩子支原体感染就一定会得肺炎吗？支
原体肺炎非常难好吗？会有后遗症吗？家长
们对此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

首先要说明的是，感染了支原体（肺炎支
原体）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炎。支原体（肺炎支

原体）除了可以导致肺炎，也可引起上呼吸道
感染（普通的感冒症状）、气管炎。

哪些孩子易患支原体（肺炎支原体）感染？
肺炎支原体主要感染5~9岁儿童，也就是学龄
儿童。最近这一波支原体感染波及的年龄段更
为广泛，婴幼儿也有较重的支原体肺炎患儿。

支原体肺炎怎么治疗？支原体肺炎一经
诊断，即给予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红霉素、阿奇
霉素等进行治疗。支原体感染对青霉素类药、
头孢类药物均不敏感。

已服阿奇霉素为什么患儿仍进展为肺
炎？是耽误了吗？阿奇霉素是治疗支原体感
染的特效药物。有的孩子在发烧的初期就口
服阿奇霉素了，但是病情仍然逐渐加重，出现
比较严重的肺炎。家长常常不太理解，明明
带孩子看病初期就吃了阿奇霉素，怎么还是
发展成了肺炎？这其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
的，可能与支原体的变异或耐药有关；也可能
和孩子生病后休息不好有关，或者与孩子的
体质有关。

支原体肺炎非常难好吗？会有后遗症
吗？支原体肺炎经过正规治疗大都预后良
好。但也有很严重的支原体肺炎，抗生素治疗
效果不理想，需要使用激素等特殊药物，有的
还需要支气管镜协助诊断治疗。

如果确诊为支原体肺炎，要按照医生的要求
给孩子进行完整的治疗，必要时需要住院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及疗程结束后都要好好休息，不要
带病上课，疗程结束后也需要一段休养时间。

支原体肺炎怎样预防？孩子在校时，班级
内要积极开窗通风；孩子要进行适当体育活动
增加免疫力；不要把课外班、体能班安排太满，
要循序渐进，让孩子有个适应的过程；多喝水，
不要进食过多，保证每日大便。日常要保证家
庭内的通风，如有患儿出现支原体感染，要尽
量实施隔离，减少家庭内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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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关注关注

膳食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在众多不利于
健康的膳食习惯（如低全谷类膳食、低水果膳食、低蔬
菜膳食）中，导致我国居民寿命损失的首位膳食危险因
素就是高钠（盐）膳食。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第三周为“9·15”中国减盐
周。近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其官方公众号
发表文章，指出减“盐”其实就是减“钠”，过量摄入钠而
导致人体内钠、钾比例失调已被证明是引发高血压、心
脑血管硬化的重要诱因之一。

我国居民的膳食普遍钠、钾比例失调

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特点是高钠低钾，钠钾比甚
至高达5，远远超出自然食物或非加工食物中0.1的钠
钾比，也超出了正常的人体排钠能力，由此导致血压升
高，增加心脑血管、肾脏疾病的风险。

现代饮食中，钠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类，包括天然食
物：大多数天然食物中都含有钠；烹调所用的调味品：

除了食盐，生抽、蚝油、味精等都含有较多的钠；加工食
品，如熟食肉类、腌制食品等，含钠量较高。

北京疾控中心提醒，大家在购买预包装食品时，要
学会阅读营养成分表，营养标签上的钠（Na）就表示含
盐量的高低。含盐量可以用以下方法来计算：食盐
（mg）=钠（mg）×2.54。购买时，要注意尽可能选择
钠盐含量低的食品。减钠，不妨试试低钠盐。

低钠盐以加碘食盐为基础，与普通钠盐相比，含钠
低（氯化钠70%左右），富含钾（氯化钾30%左右），有
助人体钠钾平衡，帮助降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而且低钠盐减盐不减咸，适合中老年人和高血压
患者长期食用。

但也要注意，因为低钠盐含钾的原因，不适合高钾
药物服用者、心脏有疾病者和肾功能不全的人群使
用。另外在食物的选择上，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
可以适当增加含钾高的食物，用钾的摄入来对抗钠所
引起的血压升高和血管损伤，这类食物包括土豆、竹
笋、禽肉、苋菜、油菜、香蕉、橘子等。还可以选择一些
富含钙的食物，钙使血管平滑肌松弛，可抵抗钠导致的
血管损伤，牛奶、鱼虾、大豆及豆制品等均含钙较高。

5个“信号”提示你盐吃多了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

不超过5克的盐。其实，我们平时常吃的食物很多都
是“隐形盐”食品，如火腿、瓜子、咸鸭蛋、榨菜、挂面、甜
月饼、白切面包等，它们中有些甚至吃起来并不咸，一
不注意就会摄入过量的盐。如果盐吃多了，身体就会
发出一些信号，需要引起注意。

1.嘴干。在食用了含有大量钠的食物后，身体会
感觉盐和水的含量失衡，大脑会发出口渴的信号，促使
你多喝水。

2.反应变慢。如果长期吃太多的盐，可能会导致
脱水。人一旦脱水，就不能清晰地思考问题，常有反应
变慢的表现。

3.手指变粗。如果突然发现在体重没有任何增长
的情况下，手指却戴不进原本尺寸合适的戒指，这有可
能是水潴留造成的。

4.头痛。研究表明，与每天摄入1500毫克钠的人
相比，每天食用3500毫克钠的成年人患头痛的风险高
出近三分之一。

5.总想排尿。喝太多的水会让人尿意频繁，吃了
太多的盐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当人体摄入过多盐
时，人体的肾脏器官只有加班加点地工作，才能把体内
多余的盐排出体外，从而导致小便增多。

总之，建立良好的膳食习惯，当从减盐开始。
（欣闻）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暴露在空气
污染中的女性生出的婴儿更小。研究
还发现，生活在植被密度高地区的女
性生出的孩子更大，这可能有助于抵
消污染的影响。

该研究基于北欧呼吸健康研究的
数据，调查对象包括生活在五个欧洲
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冰岛和爱沙尼
亚）的4286名儿童及其母亲。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
测量卫星图像上的植被密度来测量这
些女性在怀孕期间居住的地区的绿化
程度。这些植被包括森林、农田以及
城市地区的公园。研究人员还使用了
五种污染物的数据：二氧化氮（NO2）、
臭氧、黑碳（BC）和两种颗粒物（PM2.5
和PM10）。

研究人员发现，较高水平的空气
污染与较低的出生体重有关，PM2.5、
PM10、NO2和BC分别与出生体重平均
减少56克、46克、48克和48克有关。
当研究人员将绿色因素考虑在内时，
空气污染对出生体重的影响就降低
了。生活在植被密度高的地区的妇女
所生婴儿的出生体重略高于生活在绿
化较少地区的母亲所生的婴儿的体重
（平均重27克）。

婴儿在子宫里生长的时间对肺部
发育至关重要，已经有研究表明，出生
体重较轻的婴儿容易受到肺部感染，
这可能导致以后出现哮喘和慢性阻塞
性肺病等问题。

（方草）

生活环境植被密度高
胎儿肺部发育好

常见的支原体规模流行大都发生在每年的11月、12月，今年提前到了8月、9月，波及的人群也更广泛，患儿

的病情偏重、病程偏长。孩子支原体感染就一定会得肺炎吗？支原体肺炎非常难好吗？会有后遗症吗？

防病鲜知道鲜知道

由于体弱肾虚等原因，夜尿和
起夜次数多，在老人中很常见，特
别是寒冷季节尤为显著。近期，日
本奈良医科大学和筑波大学的研
究小组在日本《流行病学杂志》发
表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表明，洗热水
澡可明显降低老人夜尿症发生频
率。

研究小组以1051名平均年龄
71.7岁的社区老人为对象，通过自
我管理的排尿日记，了解夜间排尿
次数，将夜尿症定义为≥2次夜间排
尿，并对家中沐浴条件进行评估，
分析热水洗澡与夜尿症的关系。

结果显示，与不洗热水澡的老
人相比，洗热水澡的老人可明显降
低32%的夜尿症发生频率，且不受
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在调整水
温和洗澡时间后，与洗澡到睡觉时
间间隔最长组（161～576 分钟）相
比，洗澡到睡觉时间间隔最短组
（61～100 分钟），夜尿症发生频率
显著降低40%。

研究人员认为，寒冷可诱发下
尿路症状，包括夜尿症。而本项研
究表明，热水洗澡与老人夜尿症的
发生频率降低显著相关，对改善和
抑制老人夜尿症具有良好效果。

（宁蔚夏）

食品安全安全

支原体肺炎引发“白肺”
家长无需过度恐慌

肺炎支原体易在人群密集、密闭、通风不良的
环境下传播，尤其在学龄儿童群体中具有一定的
传播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
科主任赵顺英表示，由于肺炎支原体可以通过飞
沫传播，所以一些地方出现了家庭或者班级聚集
发病的情况，但它并不会像新冠病毒那样传染。

据了解，支原体肺炎广泛存在于全球范围
内，约3至7年会发生一次地区性流行。与新冠
病毒的致病方式完全不同，引起肺炎的病原体一
般都有季节发病的情况。

有家长表示，孩子感染支原体肺炎后，肺部
影像出现了“白肺”情况。对此，赵顺英表示，支
原体肺炎导致的“白肺”与新冠、流感等病毒引发
的“白肺”有所区别。“支原体肺炎引发的‘白肺’
主要是由于支原体引起的黏液栓堵塞了支气管，
气体不能到肺泡，肺没有气注入，在医学临床表
现上叫‘肺不张’；新冠引发的‘白肺’叫呼吸窘迫
综合征，主要是肺的一些水渗出。”

赵顺英介绍，清理气道的方式有很多，最简
单就是家长给孩子拍背，或是到医院让专业医生
来拍背，还可以使用化痰的药物。“目前，支气管
镜治疗比较普及，紧急情况下，可通过支气管镜
很快地清理气道，清理后肺就张开了。”

今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儿童肺
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 年版）》，旨在进
一步提高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规范化水
平。赵顺英表示，经过半年多的宣教学习，医
生们对支原体肺炎已有一定经验，家长们无需
过度恐慌。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第三周为“9·15”
中国减盐周。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普遍高
钠低钾，导致钠、钾比例失调，成为引发高
血压、心脑血管硬化的重要诱因之一。

地中海式生活方式
可延长人的寿命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如果坚持
地中海式生活方式，包括富含水
果、蔬菜和全谷物的健康饮食习
惯，如限制添加盐和糖，以及提倡
充分休息、体育活动和社交习惯，
可以降低因各种原因死亡和癌症
死亡的风险。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11万余名英国生物银行队
列成员的习惯，并使用地中海式生
活方式（MEDLIFE）指数进行评估。
年龄在40~75岁的参与者根据指数
测量的三个类别，提供了有关他们
生活方式的信息:“地中海食物消
费”（地中海饮食中食物的摄入量，
如水果和全谷物），“地中海饮食习
惯”（坚持饮食习惯和做法，包括限
制盐和饮用健康饮料），以及“身体
活动、休息、社交习惯和娱乐”（坚持
生活习惯，包括定时午睡、锻炼和与
朋友共度时光）。然后对三个类别
中的每一项进行评分。

研究人员在9年后跟踪调查了
参与者的健康状况。与MEDLIFE评
分较低的参与者相比，MEDLIFE评分
较高的参与者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
风险降低了29%，癌症死亡风险降低
了28%。“身体活动、休息、社会习惯
和娱乐”类别与这些降低风险的关
系最为密切，此外还与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的降低风险相关。

（曹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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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盐，膳食健康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