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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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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 2019 年 12 月起袁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

了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袁尤以我国武汉传染情况最为

严重袁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

渊2019 novel corona virus袁 2019鄄nCoV冤袁2020 年 1 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 2019鄄nCoV 感染的肺炎正式

命名为 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冶 渊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袁COVID鄄19冤 咱1暂遥 本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袁传变迅

速袁缺乏特效治疗手段遥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收治了 25 例经确诊的 COVID鄄19
患者袁本研究将患者入院资料进行归纳总结袁以加强对此

病的认识遥
资料与方法

1摇 诊断标准 摇 COVID鄄19 诊断标准参照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颁布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渊试
行第三版冤曳 咱2暂制定院渊1冤流行病学史院发病前两周内有武

汉市旅行史或居住史曰或发病前 14 天内曾经接触过来自

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袁或有聚集性发病曰
渊2冤临床表现院发热曰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曰发病早期白

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袁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曰渊3冤符合疑

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袁痰液尧咽拭子尧下呼吸道分泌物等

标本行实时荧光 RT鄄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曰
或病毒基因测序袁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遥

2摇 纳入及排除标准 摇 纳入标准院渊1冤符合 COVID鄄
19诊断标准曰渊2冤性别不限袁年龄不限曰渊3冤签署知情同

意书遥 排除标准院无遥
3摇 病例来源摇 2020 年 1 月 21 日 2020 年 2 月 2

日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确诊为 COVID鄄19 住院

患者共 25例遥 本研究通过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渊No. 2020001D冤遥
4摇 观察指标 摇 收集患者入院时一般资料尧流行病

学尧既往史尧症状尧舌象尧实验室检测指标渊包括血常规尧血
生化尧IL鄄6冤尧胸部 X片尧胸部 CT尧治疗用药等资料遥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SPSS 20郾 0 统计软件袁计量

资料采用x依s 表示袁计数资料采用例渊%冤表示遥
结摇 摇 果

1摇 一般资料摇 男 16 例袁女 9 例曰年龄 3 ~ 79 岁袁平
均年龄 渊 37郾 9 依 17郾 1冤 岁袁 其 中 童年 渊 0 ~ 6 岁 冤 1 例

渊4郾 0%冤袁少年 渊7 ~ 17 岁冤 2 例 渊8郾 0%冤袁青年 渊 18 ~
45 岁冤14 例渊56郾 0%冤袁中年渊46~65 岁冤6 例渊24郾 0%冤袁
老年渊>66岁冤2 例渊8郾 0%冤遥

2摇 流行病学资料摇 25 例患者中袁23 例渊92郾 0%冤患
者有武汉旅行工作史袁另外 2 例渊8郾 0%冤患者曾有 COV鄄
ID鄄19患者密切接触史遥 7 例渊28郾 0%冤患者来自 3 个家

庭为父母与子女互为传染袁发病具有家庭聚集性特点遥
有 18例患者具有明确潜伏期袁潜伏期 3 ~13 天袁平均潜

伏期渊5郾 5依3郾 0冤天遥
3摇 既往史 摇 3 例渊12%冤患者既往糖尿病史袁1 例

渊4郾 0%冤患者既往高血压病史遥
4摇 症状摇 25 例患者中首发症状分别为院发热 10例

渊40郾 0%冤尧 咳 嗽 5 例 渊 25郾 0%冤尧 发 热 伴 咳 嗽 5 例

渊20郾 0%冤尧乏力 1 例渊4郾 0%冤尧咽痛 2例渊8郾 0%冤尧肌肉酸

痛 2例渊8郾 0%冤遥 入院症状包括院发热 18 例渊72郾 0%冤尧
咳嗽 15 例 渊60郾 0%冤尧乏力 7 例 渊28郾 0%冤尧咽痛 3 例

渊12郾 0%冤尧肌肉酸痛 6例渊24郾 0%冤尧腹泻 1 例渊4郾 0%冤遥
15 例咳嗽患者中袁干咳无痰 21 例渊84郾 0%冤袁少量白痰 4
例渊16郾 0%冤遥

5摇 舌象摇 舌质方面袁全部 25 例渊100郾 0%冤患者为

舌质红遥 舌苔方面袁舌苔厚腻 22 例渊88郾 0%冤袁其中白腻

苔 18例渊72郾 0%冤袁黄腻苔 4例渊16郾 0%冤曰少苔或无苔者

3 例渊12郾 0%冤遥
6 摇 实 验 室 检 测 指 标 摇 血 白 细 胞 计 数 3郾 32 ~

8郾 68伊109/L袁平均渊5郾 17依1郾 55冤伊109/L袁 3例渊12郾 0%冤白细胞

计数降低遥 淋巴细胞计数 0郾 75~3郾 76伊109/L袁平均渊1郾 39依
0郾 75冤伊109/L袁8例渊32郾0%冤淋巴细胞计数降低遥 IL鄄6 4郾52~
55郾5 pg/mL袁平均渊18郾 66依14郾 86冤pg/mL袁 20例渊80郾 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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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鄄6升高遥 血沉 2~85 mm/h袁平均渊13郾89依10郾 61冤mm/h袁 6
例渊24郾 0%冤血沉升高遥 25例患者血红蛋白尧血小板尧降钙素

原尧肝功能尧肾功能尧电解质指标均在正常值范围遥
7摇 影像学检查摇 胸部 X 片 7 例渊28郾 0%冤表现为肺

部不同程度斑片状渗出阴影及间质改变袁其中提示双侧

肺部炎症患者 2 例 渊8郾 0%冤袁单侧肺部炎症患者 5 例

渊20郾 0%冤袁其中左下侧炎症患者 2 例渊8郾 0%冤袁右下侧炎

症患者 3 例渊12郾 0%冤袁其余 18 例患者胸部 X 片检查均

未见明显异常遥
8摇 治疗用药摇 25 例患者入院后均给予重组人干扰

素 琢2b 注射液渊500万 IU袁雾化吸入袁每日 2 次冤尧洛匹那

韦/利托那韦片渊200 mg/50 mg 每片袁2 片/次袁每日 2 次冤
抗病毒治疗遥 2例因肺部炎症进展迅速给予激素治疗渊1
例甲泼尼龙 160 mg /d袁1例甲泼尼龙剂量 80 mg/d冤遥

9摇 预后摇 其中 1 例治疗 5 天治愈出院袁1 例治疗 5
天无效死亡袁2 例入院 3 天后复查胸部 X 片示肺部炎症

进展袁余 21 例治疗 3~7天后症状减轻遥
讨摇 摇 论

本研究对 25 例 COVID鄄19 患者入院资料进行分析遥
一般资料方面袁年龄最小 3岁袁最大 79 岁袁发病患者以青

年咱14 例渊56郾 0%冤暂为主袁与普通肺炎多见于儿童的特

点不同咱3暂遥 25例发病患者 23例渊92郾 0%冤有武汉旅行工

作史袁另外 2例渊8郾 0%冤患者曾有 COVID鄄19 患者密切接

触史曰其中 7 例患者来自 3 个家庭为父母与子女互为传

染袁发病具有家庭聚集性特点遥 潜伏期 3~13 天袁平均潜

伏期渊5郾 5依3郾 0冤天袁与 COVID鄄19 目前认识一致咱4暂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COVID鄄19 患者症状表现为咳嗽尧

发热尧乏力尧咽痛尧肌肉酸痛尧腹泻等症状袁其中以发热和

咳嗽 最 为 常 见袁 分 别 为 18 例 渊 72郾 0%冤 和 15 例

渊60郾 0%冤遥 咳嗽大多是干咳袁基本无痰袁或有少量白痰袁
而喷嚏尧鼻塞尧流涕等呼吸道卡他症状则不明显遥 但值得

注意的是袁发热和咳嗽虽然是主要首发症状袁但还有以肌

肉酸痛 咱2 例 渊8%冤暂尧咽痛 咱2 例 渊8%冤暂尧乏力 咱 1 例

渊4%冤暂为首发症状袁部分患者由于症状不典型袁容易在

人群中广泛传染遥 舌象方面袁25 例 2019鄄nCoV 感染患

者舌质均为舌红袁其中有 22 例渊88郾 0%冤舌苔厚腻袁且以

白腻苔咱18 例渊72郾 0%冤暂为主遥 因此袁结合症状与舌象袁
考虑本次研究纳入 25例患者主要病机为湿热内伏遥

COVID鄄19 患者入院仅部分患者出现血白细胞计数尧
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袁IL鄄6和血沉升高袁实验室指标检测多

无明显异常并缺乏特异性遥 IL鄄6 炎症因子在早期即可有

明显升高袁对本病的早期诊断和病情评估有一定意义咱5暂遥
入院胸部 X片显示仅 7 例患者肺部可见不同程度的斑片

状渗出阴影及间质改变袁原因可能为患者为早期且病情较

轻故胸部影像学表现不明显遥 如病情迅速进展可表现为

双肺大片状阴影袁甚至肺实变咱4暂遥
针对COVID鄄19患者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案袁西医治疗

主要以 琢鄄干扰素尧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或利巴韦林等药物

抗病毒治疗咱4暂遥 本研究 25例患者中袁 1例治愈袁21例经过

治疗病情好转袁2例病情危重者给予激素治疗袁1例死亡袁预
后相对较好遥 但COVID鄄19早期临床症状体征常不明显袁具
有极强的隐匿性袁如不能及时诊治袁或治疗疗效不佳袁病情可

迅速进展发生呼吸窘迫袁甚而休克尧多脏器功能衰竭袁危及生

命咱3暂遥 根据最新诊疗规范咱4暂袁呼吸道或血液标本实时荧光

RT鄄PCR可以检测 2019鄄nCoV核酸袁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袁建
议尽可能留取痰液尧实施气管插管患者采集下呼吸道分泌

物袁标本采集后应尽快送检袁但单次检验结果阴性并不能完

全排除 2019鄄nCoV感染袁加之相关检测试验条件要求较高袁
难以作为常规检查遥 因此袁根据流行病学史以及临床尧影像

学表现尽早进行诊断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研究对 25 例 COVID鄄19临床特征进行分析袁结果

显示袁症状主要为发热和咳嗽袁理化指标无特异性表现袁
影像学对诊断具有一定参考意义遥 中医方面舌像以红为

主袁舌苔以厚腻为主袁结合临床表现其病机主要为湿热

内伏遥
利益冲突院 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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