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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咳嗽、咽痛……随着
秋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季
的到来，不少人反映自己或孩子
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症状。另据媒
体报道，多地医院儿科门诊急
诊、发热门诊、输液室等挤满了
患者。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多家医
院门诊量、急诊量均有不同程度
增长，有患者称，自己在医院急
诊排队排了五六个小时。患者
中，儿童居多，但也有一些成年
人，特别是老年人。除了大众较
为熟知的支原体肺炎感染、流
感、新冠病毒感染，还包括细菌
感染、诺如病毒感染等。

专家提醒，需警惕肺炎支原
体与腺病毒、肺炎链球菌等其它
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混合感
染。

发热门诊排队，
儿科门诊急诊爆满

“第 895号。”近日的一天下
午，邵女士带着咳嗽了 10天的
儿子完成了采血。当他们中午
赶到北京儿童医院末梢采血窗
口时，外面已排起了长队，号码
条上提醒：您前面有 95位。

“他从 17号开始有点咳嗽，
19 号就去了大兴这边的医院，
验了血，做了检查，血常规正常，
肺炎支原体抗体也是阴性。但因
为最近支原体肺炎较多，医生也
给开了消炎药、止咳药和阿奇霉
素。不过，服药 5天以来，孩子咳
得越来越严重，晚上能咳醒好多
次，就带他来这边看看。”邵女士
告诉记者，她抢了三天，才“捡
漏”得了一个发热咳嗽门诊的
号。“医生说有些细菌感染，属于
急性支气管炎。”

同样对就诊人数之多感到
惊讶的还有桃女士一家。当他
们近日从北京通州来到首都
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简
称“儿研所”）时，急诊已经排
到了 900 多号。“谁能想到，这
人声鼎沸的不是春运，而是儿
研所。”桃女士感慨。在她发来
的照片中，取药和收费大厅人
头攒动。

桃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
今年 5岁，在幼儿园读中班。国
庆假期刚结束没几天，孩子午睡
醒来，体温就达到了 38.8 摄氏
度，还开始咳嗽。她带着孩子在
附近医院就诊，“做了两次血常
规检查，肺炎支原体抗体是阴
性，医生说是病毒感染，给开了
阿奇霉素、止咳药等。”

三天后，孩子虽不再高烧，
但仍然重度咳嗽、喘息，雾化和
吃药都未见明显效果。桃女士挂
了儿研所的专家号。儿研所的医
生认为，孩子似乎已因咳嗽、发
烧诱发了哮喘。“他们班有 24个
学生，现在一半孩子都没去上
课。有的是发烧、咳嗽了；有的是
担心被感染，不敢去了。”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了南方
地 区 ，且 并 非 只 有 儿 童“ 中
招”。“我院对有发热、咳嗽的
患者所在的发热门诊就诊情
况进行分析发现，近半月来，
发热门诊患者有所增加。”国
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院长卢洪洲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年龄越小，混合
感染风险越大”

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还未
结束，流感季就已见端倪。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中疾

控”）日前发布的全国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情况显示，全国哨点医
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
人数比例从 2023 年第 35 周的
3.4%上升至第 38周的 4.6%，第
39周为 4.5%。中国国家流感中
心流感周报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0月15日，部分南方省份流感病
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升，全国已
报告42起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

中 疾 控 近 期 发 布 的《中
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2023—2024）》称，今冬明
春，我国可能会面临流感等多
种呼吸道传染病交互或共同
流行的风险。记者注意到，近
期 ，社 交 媒 体 上 已 有不少北
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网
民分享自己感染甲型流感病
毒或细菌等的经历。

北京天坛医院儿科的医生
和护士最近忙得不可开交。该院
一名儿科医生告诉记者，儿科门
诊候诊患者每天大约有四五百
个，较以往增加了三四倍。“现
在，还没到转折点。目前，主要是
肺炎支原体感染，还有一些婴幼
儿容易合并病毒和细菌感染，合
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鼻
病毒都有散发病例，不过现在还
不多。甲型流感、乙型流感患者
最近也开始出现了。”

记者近日在北京市中日友
好医院看到，急诊候诊大厅里几
乎没有空着的座位，候诊的老年
人居多，不时传来几声咳嗽，发
热门诊外也有不少人在等待。而
在儿科门诊和急诊，候诊人数已
经达到了 158人。很多孩子依偎
在家人身边，手上扎着滞留针。
咳嗽声和哭声此起彼伏，有年纪
小的孩子被放在婴儿车里，停在
过道旁。

卢洪洲介绍，国庆节过后，其
所在医院就诊患者呼吸道病原微
生物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核酸检
测阳性率最高的为肺炎支原体，

为34.33%，其次是甲型流感病毒
和乙型流感病毒，占比为12.17%
和 5.79%，呼吸道腺病毒占比为
2.76%，另外，呼吸道合胞病毒则
占2.03%。

卢洪洲提醒，腺病毒和肺炎链
球菌等可能与支原体混合感染，且
患儿年龄越小，混合感染的风险越

大。如果合并支原体感染，患儿的
症状就会加重，家长应提高警惕。

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为何来势汹汹

多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发布
的提醒及媒体报道均显示：近期，

全国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整
体上升，且目前肺炎支原体感染
高发。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和此
前的新冠大流行是否有关？

在卢洪洲看来，今年肺炎支
原体感染人数较往年可能有明
显增加，这符合支原体的流行规
律。在新冠疫情之前，肺炎支原

体感染就存在流行的“大小年”，
一般每隔3年到7年后出现一次
病例高峰，每次流行持续一两
年。疫情期间，大家都采取了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
防护措施，因此支原体肺炎一直
处于低水平流行状态，这也导致
了易感人群的增加和群体免疫
力的下降。

“研究表明，支原体的低水
平流行可能导致儿童因免疫刺
激的缺乏，对支原体的免疫力下
降，因此，当再次接触支原体时，
就出现了免疫过激反应，就导致
了更严重的暴发流行。如今，疫
情过去，疫情政策调整，人们再
次接触肺炎支原体时就会出现
免疫过激反应，出现流行态势，
尤其是在低龄儿童中。”卢洪洲
说。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的“呼吸
道疾病好像比以前严重了”这一
疑问，卢洪洲解释称，几乎所有
的传染性疾病在新冠疫情期间
都是明显减少的。如今，各种传
染性疾病都相对增加，并不限于
呼吸道疾病。

他指出，大家此前的戴口
罩、勤洗手等防护措施做得较
好，如今，人员流动性明显增加，
大家出行防护做得不到位，就增
加了感染风险。另外，由于检测
手段的增加以及医患双方对精
准治疗的重视，因此被检出的人
数更多了。另一方面，现在的抗
菌药物使用更加规范、严格，尤
其是对低龄儿童，因此医生看病
更注意病原学送检结果。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疑
问，是因为疫情后人群防控意识
降低、送检标本增加、检测手段
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非仅因
新冠疫情。

多措并举迎战呼
吸道疾病就诊高峰

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专门制定发布
了2023年版《儿童肺炎支原体肺
炎诊疗指南》，对支原体肺炎的特
性和治疗规范做了详细指导。

为缓解就诊压力，多家医院
也在行动，采取增派人手、增加
门诊号源、开设夜间临时门诊、
增设儿科新病区、优化就诊流程
等措施动态调整服务。卢洪洲介
绍，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增加了
支原体核酸检测频次，还建立了
发热门诊人员调配机制，以便在
患者增多时及时增加医务人员。

在药物供应方面，随着近期
肺炎支原体感染高发，对阿奇霉
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需求有
所增加。据媒体报道，已有多家医
药上市公司陆续在投资者互动平
台上回应，表示阿奇霉素等相关
药品目前在正常生产、销售。

针对季节性流感，中疾控发
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
术指南（2023—2024）》，建议所
有高于 6月龄且无接种禁忌的
人都接种流感疫苗。各地也在多
项措施并举，以推进流感疫苗接
种工作，比如对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提供免费接种等。

在感染高峰阶段，个人还要
注意什么？卢洪洲称，从目前的
数据来看，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
阳性率虽有所增加，但总体没有
成倍数增加，目前，疾病的传播
还没到感染最高峰。预计此次支
原体感染流行高峰可能会出现
在冬季，家长要做好准备，平时
做好防范。虽然支原体感染没有
相应的疫苗，但是流感等其他呼
吸道疾病是有疫苗的，建议接
种，预防合并感染及重症病例的
出现。

据中国新闻网

近日的一天上午近日的一天上午，，北京天坛医院儿科门诊等候区北京天坛医院儿科门诊等候区，，患者在输液患者在输液。。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取药和收费大厅人山人海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取药和收费大厅人山人海。。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输液处中日友好医院急诊输液处。。

近期，呼吸道疾病多发，除了人们熟知的支原体肺炎感染、流感、新冠病毒
感染等，还包括细菌感染、诺如病毒感染——

医院门诊排起长队，发热高峰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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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