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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后遗症最新研究公布新冠后遗症最新研究公布

曹彬曾指出，首先，医务工作人员在
对新冠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就应当考
虑到这些患者出院后，中远期可能会出
现的不良反应，对重要器官的保护要做
得更加细致化；其次，对已经出院的病
人，即使是出院时没有不适症状，也要做
好充分的健康宣教，因为出院 3个月或
半年时，患者仍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
症状。

谈到脏器保护，他认为，除了对肺功
能的保护外，也要对肺外脏器的功能做
好密切监测，比如血栓、新发糖尿病等。
如果患者在急性期出现肾功能损伤，医
生在恢复期对病人用药时要非常小心，
避免使用对肾脏有害的药物。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呼吁各国优
先重视对新冠肺炎长期后果的认识、康
复和研究，并收集“长期新冠”数据。他指
出，科学界和医学界必须合作探索“长期
新冠”的机制和发病机制，最终找到有效
的治疗方法。

今年 5月 13日，我国卫健委、民政
部等 4部门联合制定了《新冠肺炎出院
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对
呼吸功能、心脏功能、躯体功能、心理功
能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障碍的主要
表现、评估方法和康复训练方法进行了
规范。

据“中国新闻周刊”

全球疫情仍在强势传播。

最近，《柳叶刀》发表的一项针对新冠患

者后遗症（也被称为“长期新冠”）的研究，再

次敲醒了新冠疫情对人类长期影响的警

钟。

这本权威的医学杂志为此专门配发社

论，指出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继续，持续

性疲劳、呼吸困难和抑郁等症状可能影响

到数百万人，但人们对这种情况知之甚

少。

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会有哪些长期影

响？这些症状的特征、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如

何？一直以来，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而这项研究给出了新冠后遗症的最新数据。

《柳叶刀》8月28日发布的这项研究，
跟踪了1276名从武汉金银潭医院出院的
新冠患者，通过随访他们出院6个月后和
12个月后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对他
们的康复情况进行了研究。

这项研究由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的曹彬、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王
先广以及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和中国医学
科学院的王建伟共同主导。

曹彬团队今年 1 月份就曾在《柳叶
刀》上发表过同一批病人出院6个月时的
随访。当时他们发现大约 3/4的新冠幸存
者出院后仍有“疲劳或肌肉无力”等持续
症状。住院期间病情危重的患者，比疾病
严重程度较低的患者更有可能存在肺部
气体弥散障碍和影像学异常。

在这项研究中，课题组将2020年1月
7日到 5月 29日间从金银潭医院出院的
全部病人纳入研究，并对他们在出院6个
月后和12个月后进行两次随访。

在前后的两次随访中，患者们都接受
了详细的面对面访谈、体检和6分钟的步
行测试，还完成了一系列调查问卷，以反
映他们的呼吸状况、生活质量、出院后就
医情况、工作状况等。根据患者的严重程
度，研究人员在出院 6个月时，随机抽样
检查了他们的肺功能和胸部CT，出院 12
个月时根据需要对部分人群进一步复查。

这些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9岁，大部
分患者属于重型及危重型病例。与未感染
过新冠的社区成年人比较，他们大多出院
后都会出现睡眠障碍、脱发、味觉和嗅觉

失调、头痛、关节疼痛、焦虑或抑郁等症
状。

与出院 6个月时相比，出院 1年时部
分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消退。与
SARS后遗症类似，“疲劳或肌肉无力”也
是新冠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不过，感染新
冠后出现疲劳和肌肉无力的原因和发病
机制尚不清楚。基于先前 SARS的一些研
究，肺弥散能力损害、发病时病毒引起的
肌肉炎症、细胞因子紊乱、肌肉萎缩和退
化、皮质类固醇肌病或这些因素的组合，
都可能是诱因。

与上述症状下降形成反差的是，新冠
患者出院12个月时，出现呼吸困难、焦虑
抑郁的比例反而比半年前更高，分别从
26%增加到30%，23%增加到26%。

“可能这些人群本身就有一些慢性
病。因此，不能明确这些呼吸困难的症状
是因为感染新冠时肺损伤所引起的。”香
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金冬
雁说。

文章分析，感染新冠后出现的慢性或
迟发性心理症状，很可能是病毒感染的直
接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身体不正常的免疫
反应、免疫系统的过度激活或自身免疫反
应。此外，社会接触减少、孤独、身体未完
全康复和失业等也可能影响患者的精神
症状。

在金冬雁看来，新冠后遗症患者中，
哪些是由新冠病毒造成的，哪些是因为治
疗药物造成的，哪些是由心理和精神问题
造成的，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根据临床定义，后遗症指“疾病愈后
所遗留下的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等症
状”。有说法认为，被新冠感染后出现的各
种身体和精神的症状超过4周，并且无法
通过其他诊断来解释，就可称为新冠后遗
症。

目前科学界对新冠后遗症并没有具
体定论，“新冠后遗症并不是简单的一种
病，更应该看作是多种症状的混合体。”金
冬雁称。

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感染新冠
病毒后，很多症状已蔓延至肺外器官。

在线上“2020柳叶刀—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与健康大会”上，中日友好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曾指
出：“在武汉早期的重症病例中，很多病
例都呈现出多器官功能障碍，比如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代谢性酸中毒、内环境紊
乱、急性肾损伤、肝损伤、血栓栓塞事件、

心脏损伤，甚至还有神经内科的临床表
现。”

今年 4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修订
版）》显示，新冠肺炎引起的病理学改变除
了涉及肺脏，还涉及脾脏、肺门淋巴结和
骨髓、心脏和血管、肝脏和胆囊、肾脏等其
他器官。

今年 7 月，《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
示，通过来自 56个国家 3762名确诊或疑
似新冠感染者的反馈，研究人员收集到
10个器官系统的 200多种“长期新冠”症
状。

除了可能涉及多个器官、多种症状，受
到新冠后遗症影响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

在今年4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
援引一项研究表明，11%-15%的受感染
青年可能“最终会产生这种长期后遗症”。

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
围神经系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孙永安指出，在人体抵抗力
下降或血脑屏障被破坏的时候，中枢
神经系统也会面临被病毒“突破”的情
形。

去年3月，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
强曾介绍，1例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在
治疗过程出现了抽搐、意识障碍，出现
了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一种疾病而导致
其他器官、组织的功能或器质性的改
变）的表现。医生在这名患者脑脊液里
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提示这
种病毒可能是导致中枢神经受累的原
因。

不过，王贵强认为，新冠病毒侵害
神经系统的概率总体不是特别高，因为
需要进入血液循环，还需要突破血脑屏
障。

孙永安认为，新冠病毒对人的影响
是全身性的，可能会累及到不同器官。

其中，中枢神经系统病理性改变不一定
是原发性的，有可能是由于其他并发症
所引起的继发性反应。例如，感染新冠
病毒后，因为心脏、肺部或其他器官并
发症所引发的缺血、缺氧症状，都可能
对人体神经系统产生影响。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新
冠后遗症？

今年 9月 2日，媒体报道，新冠病毒
导致肾脏损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新冠
病毒以一种损害身体器官的方式过度
激活了免疫系统。近期，另一项发表在

《血栓与止血杂志》上的研究则指出，新
证据表明凝血可能是导致“长期新冠”
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推测认为，导致新冠后遗
症的原因还可能是：一是病毒或其片段
残留继续在体内造成严重破坏；二是在
对抗新冠病毒后身体需要愈合，各种不
适只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三是由于新
冠病毒对人类来说是新病毒，它可能导
致免疫系统长期过度反应。

不只引起肺炎

影响神经系统？

如何应对新冠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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