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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小儿常见呼吸道疾病

时值冬季，正是孩子们准备期末考试、家长准备年货、迎新年的

时节。但是，随着气温的变化，同时也是支原体、流感病毒、呼吸道

合胞病毒等高发季节。如何有效预防这些疾病，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

认识这些病原菌引发的疾病和预防措施。

案例：

某中学，在冬季短时期内陆续出现 42 例学生发热、咽痛、咳

嗽，部分剧烈咳嗽，甚至一个班级 10 余人咳嗽，首发病例 12 月 8 日，

发病高峰为 2 月份，经临床诊疗、采样、胸片、实验室检查排除新冠

肺炎，诊断为支原体聚集性感染。经当地疾控部门调查，因该校学生

密集，通风不畅造成肺炎支原体感染疫情扩散。

专家解析：

因该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起居、生活、学习均在校内，

校内人群密度较高，为呼吸道传染病传播创造有利条件。通风消毒防

控措施不到位，对于门把手、扶梯等学生接触较多的公共部位消毒存

在死角。学生卫生意识缺乏。学生对通风、洗手、戴口罩等重要性认

识不足。班级、宿舍经常关闭门窗，导致室内通风较差。气候因素，

寒冷潮湿。

小儿常见冬季呼吸道疾病介绍：

1、支原体肺炎 支原体肺炎又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是学龄

儿童及青少年常见的一种肺炎，病原为肺炎支原体，非细胞内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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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微生物，含有 DNA和 RNA，无细胞壁结构。主要经呼吸道传播，

吸附于纤毛上皮细胞的受体，分泌毒性物质，损害上皮细胞，粘膜清

除功能持续时间长，此病咳嗽性质较剧烈，病程长，部分迁延不愈，

导致慢性咳嗽支原体肺炎是常见的疾病。由于肺炎支原体与人体某些

组织存在部分共同抗原，故感染后可形成组织的自身抗体，导致多系

统的免疫损害。本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染，平时见散发病例，全

年均有发病，以冬季较多。除肺炎外，还可表现为支气管炎、气管炎、

及咽炎。学龄儿童患病较多，学龄前儿童也可发生。潜伏期约 2-3周，

大多起病不甚急，症状轻重不一，有发热、咳嗽、畏寒、头痛、咽痛、

胸骨下痛、厌食等症状。体温在 37~41℃，大多在 39℃左右，可为

持续性或弛张热，或低热甚至不发热。多数咳嗽重，初期干咳，继而

分泌痰液，有时阵咳似百日咳。治疗与预防：支原体对大环内脂类抗

生素敏感，可选用红霉素、阿奇霉素等药物治疗。预防措施：室内勤

通风、勤洗手、勤晒衣被，外出戴口罩，少去拥挤的地方，饮食均衡，

提高自己抗病能力。

2、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常见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传播力强。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季节，潜伏期 1~3 天，主

要临床表现为突发高热、头痛、全身酸痛、乏力，咳嗽、咽痛等全身

症状重而呼吸道症状较轻。儿童和老年人易并发肺部感染。流感病毒

为单股 RNA病毒，表面抗原不断发生变异，感染后获得免疫力维持

时间仅 8~12月，故需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经飞沫由人到人直接传播，

飞沫污染手、用具、衣物等也可发生间接传播，5~14岁发病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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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拥挤场所传播极快，婴幼儿常并发肺炎。抗病毒治疗药物磷酸奥

司他韦早期有效。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好的有效预防措施，建议每年

9~11月份进行流感疫苗接种。美国儿科协会建议，所有 6个月以上

的人群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儿童及所有的成年人。六个月

以下宝宝的所有看护人员也应该接种疫苗，以免患流感传染给宝宝。

患者应隔离消毒，居室要开窗通风，每次大于 30分钟。

3、毛细支气管炎 又称喘憋性肺炎，由呼吸道合胞病毒感

染引起，合胞病毒为 RNA病毒，是引起小儿病毒性肺炎最常见的病

原。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通常发生在 11月至次年 4月之间。通过直

接接触病毒污染的物体或身体密切接触，比如抚触或亲吻已感染病毒

者，都会受到感染。在出生后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多见于 3岁以下，

1~6月婴幼儿可见较重病例，合胞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家庭成员可相

继发生，年长儿和成人一般为上呼吸道感染。合胞病毒感染的潜伏期

为 2~8天，初期可见流涕，咳嗽，鼻塞，可闻到 “呼...呼...” 咳、喘

明显，可伴发热，中、重病例有明显的气促，喘憋、口唇青紫，重症

病例可并发心力衰竭。本病治疗无特效药有自限性，关键注意隔离，

增强自身免疫力，如隔离措施不力，易有继发感染。预防合胞病毒感

染 应当遵循以下关键措施，这些措施对于 6个月以下的小儿尤为重

要：在接触婴儿之前必须洗手；让孩子远离感冒、发烧或流涕的人；

不要带孩子去人多、通风不好的场所，比如商场、超市；避免吸二手

烟，这可能增加孩子患重症呼吸道病毒感染和发生并发症的风险。

提醒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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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一般预防方法隔离措施非常重要。做好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家庭生活环境清洁和通风，勤晒衣被，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尽量避免用手触摸口、鼻或眼睛，勤洗手；

其次增强儿童的体质和免疫力，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时间，保证孩子

充足睡眠，营养均衡，提升自身免疫力减少感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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