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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从 2020 年 1 月世卫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渊coronavirus disease 2019袁COVID鄄19冤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袁COVID鄄19 在全球的流行

已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袁根据世卫组织

在 2020 年 9 月 26 日的统计袁全球超 3 200 万人确诊袁
98 万余人死亡咱1暂遥 我国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

计袁截止 2020 年 9 月 26 日 24 时袁累计确诊病例

88 153 例袁累计死亡病例 4 646 例咱2暂遥 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渊上海冤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袁是上海市唯一定

点收治 儿童 新型 冠状 病毒 感 染 的 医 疗 机 构袁 从

2020 年 1 月 19 日收治第 1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儿

以来袁截止 2020 年 3 月 20 日 24 时袁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共收入本地确诊患儿 11 例袁占当时上海全部

确诊人群 3郾 3%袁在上海市卫健委及中医药管理局支

持下袁中医科医生作为医院专家工作组成员袁与传染科

协作袁全程参与其诊治经过袁患儿现已全部出院遥
本文通过对 11 例患儿的一般情况尧临床表现尧流

行病学资料尧实验室检查指标尧中医证候及辨证论治等

信息进行归纳总结袁为中西医结合干预儿童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提供依据袁分析报告如下遥
资料与方法

1摇 诊断标准摇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尧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渊试行

第七版冤曳 咱3暂为诊断标准院渊1冤具有流行病学史院发病前

14 日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袁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

的旅行史或居住史曰发病前 14 日内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者渊核酸检测阳性者冤有接触史曰发病前 14 日内接触

过来自武汉及周边地区袁或来自有病例报告社区的发热

或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曰聚集性发病咱2 周内在小范围

如家庭尧办公室尧学校班级等场所袁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

和渊或冤呼吸道症状的病例暂曰渊2冤临床表现院发热和渊或冤
呼吸道症状曰具有上述 COVID鄄19 影像学特征曰发病早

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袁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曰渊3冤病原

学证据院实时荧光 RT鄄PCR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

性曰病毒基因测序袁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遥
有流行病学史的中的任何 1 条袁且符合临床表现中任意

2条曰或无明确流行病学史袁符合临床表现中的 3 条曰以
上均需具备病原学证据之一遥

2摇 纳入标准摇 渊1冤符合上述诊断标准曰渊2冤年龄约
18 岁曰渊3冤为本地病例曰渊4冤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遥

3摇 排除标准摇 渊1冤有严重心尧脑尧肾疾病的患儿曰
渊2冤因各种原因无法配合采集信息者遥

4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20 年 1 月 19 日 2020 年

3 月 20 日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就诊

的全部本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患儿 11 例作为研

究对象遥 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查并同意渊No. 复儿伦审也2020页29 号冤遥
5摇 方法摇 患儿入院后由传染科采集其流行病学

资料尧临床表现袁临床检验科采集实验室检查资料渊血
常规尧血生化尧X 线片或 CT 结果冤曰中医四诊信息由中

医科主任医师在患儿入院第 1 日以及入院后每 3 日固

定采集袁以降低观察性偏倚曰中医辨证论治由中医科主

任医师完成遥 其中中医辨证依据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渊试行第七版冤曳 咱3暂 尧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叶上海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诊疗方案渊试行冤曳 咱4暂尧叶儿童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诊断尧治疗和预防专家共识 渊第一

版冤曳 咱5暂作为证型辨证依据遥 渊1冤疫毒犯卫证院发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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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热不扬袁鼻微塞流涕袁咽稍痛或伴咽干袁或轻咳袁或伴

呕恶尧腹泻袁舌淡或淡红袁苔薄白微腻或微黄遥 渊2冤湿

热蕴肺证院低热或不发热袁微恶寒袁乏力袁头身困重袁肌
肉酸痛袁干咳痰少袁咽痛袁口干不欲多饮袁或伴有胸闷脘

痞袁无汗或汗出不畅袁或见呕恶纳呆袁便溏或大便黏腻

不爽袁舌淡红袁苔白厚腻或薄黄袁脉滑数或濡遥 渊3冤肺

脾气虚证院气短袁倦怠乏力尧纳差呕恶尧痞满袁大便无力袁
便溏不爽袁舌淡胖袁苔白腻遥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26郾 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依s
表示袁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 M渊Q25袁Q75冤表
示袁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尧相对数和频数渊构成比冤描述袁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 t 检验袁 P<0郾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摇 摇 果

1摇 临床特征及流行病学摇 11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患儿的确诊病例中袁男性 6 例袁女性 5 例袁年龄 7 个

月耀11 岁袁中位数为 5郾 5渊1郾 8袁10冤岁遥 11 例均有明确

的流行病学史袁以聚集性发病为主袁大多数发生在家庭

暴露成人病例后遥 患儿住院天数为 10~29 日袁平均天

数为渊19郾 2依7郾 2冤日遥 患儿从首发症状至入院时间为

4 h~3 日遥 11 例患儿中以发热为首发症状者 7 例

渊64%冤袁其热峰在 38郾 5 益以上 2 例袁其余 5 例均低于

38郾 5 益袁 以无发热仅有咳嗽为首发症状者 4 例

渊36%冤遥 11 例患儿中 4 例 渊36%冤 伴有鼻塞流涕曰
11 例均无胸闷尧无呼吸困难曰无明显咽痛尧乏力尧呕吐尧
腹泻等症状遥 临床体征院入院时除 4 例有咽部略红外袁
其余 7 例均无明显异常的特征性改变袁无皮疹袁肺部均

未出现明显干湿啰音遥 11 例患儿中合并肺炎者 5 例

渊45%冤袁均无呼吸窘迫综合征曰11 例患儿中 1 例为胆

管闭锁术后肝功能不全袁10 例既往体健袁均无肝肾功

能不全等并发症遥
2摇 实验室检查资料摇 实验室检查中袁11 例患儿

血常规白细胞为 3郾 2~11郾 8伊109/L袁1 例渊9%冤轻度升

高袁其余正常曰淋巴细胞渊 lymphocyte袁LYM冤计数为

1郾 2~4郾 9伊109 /L袁1 例渊9%冤患儿轻度降低曰淋巴细胞

百分比渊LYM%冤在 17郾 5% ~69郾 8%区间袁4 例渊36%冤
下降袁2 例升高渊18%冤袁其余正常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渊neutrophils袁NEUT%冤院25郾 2% ~75%袁4 例渊36%冤
下降袁2 例渊18%冤升高袁其余正常曰单核细胞百分比

渊monocytes袁MXD%冤3郾 0% ~14郾 8%袁4 例渊36%冤升
高袁其余 正 常曰 C 反 应 蛋 白 渊 C鄄reactive protein袁
CRP冤院8~35 mg/L袁4 例渊36%冤升高袁余正常遥 血沉

5~34 mm/h袁 1 例 轻 度 升 高袁 D鄄二 聚 体 0郾 33 ~
0郾 63 mg/L袁3 例轻度升高袁降钙素原尧肌钙蛋白均正

常袁白介素鄄6渊 interleukin袁 IL鄄6冤1郾 5 ~24郾 77 pg/mL袁
4 例渊36%冤升高遥 生化指标中肝功能中胆红素基本正

常袁1 例 渊 9%冤 谷丙转氨酶 渊 alanine aminotrans鄄
feras袁ALT冤升高袁5 例渊45%冤谷草转氨酶渊aspertate
aminotransferase袁AST冤升高袁其余正常渊1 例患儿为

胆管闭锁术后袁原有肝功能异常冤遥 4 例渊36%冤乳酸

脱氢酶 渊 lactic dehydrogenase袁 LDH冤 升高袁 7 例

渊63%冤琢鄄羟丁酸脱氢酶渊hydroxybutyric dehydro鄄
genase袁HBDH冤轻度升高袁3 例渊27%冤肌酸激酶同工

酶渊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袁CK鄄MB冤 升高曰尿

素尧肌酐基本正常曰白蛋白尧球蛋白基本正常遥 11 例患

儿中 6 例行胸部 X 线片检查袁其中 1 例提示支气管肺

炎袁1 例提示少许肺炎袁轻度胸膜反应袁其余 4 例无肺

炎表现曰5 例行 CT 检查袁其中 3 例提示为肺炎袁2 例为

支气管炎遥 11例甲流尧乙流尧腺病毒尧合胞病毒病原体尧
肺炎支原体检测均为阴性曰肌钙蛋白均约0郾 01 滋g/L袁总
胆红素尧肌酐尧磷酸肌酸激酶在正常范围袁均经过 2 次上

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渊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袁
CDC冤呼吸道标本渊鼻咽拭子冤实时荧光 RT鄄PCR 检测袁
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遥

3摇 中医证候观察 摇 疾病初期 11 例患儿中发热

7例袁伴有咳嗽 9 例袁鼻塞流涕 4 例袁均不伴有乏力尧恶
心尧口渴尧喘促尧腹泻症状遥 11 例患儿中舌淡红者 5 例

渊45%冤袁舌红 5例渊45%冤袁舌淡 1例渊10%冤曰舌体 10 例

渊91%冤正常袁1 例渊9%冤胖大曰舌苔薄者 6 例渊55%冤袁舌
苔厚 5 例渊45%冤曰舌苔白 6 例渊55%冤袁黄 5 例渊45%冤曰
11例渊100%冤均有腻苔遥 疾病中期袁患儿发热均已退袁
伴有咳嗽者 5例袁1例胃纳不佳袁1 例大便偏稀袁10 例患

儿中舌淡 1例袁淡红舌 6 例袁4 例舌红曰11 例苔均为腻

苔袁4例为黄厚苔袁7 例为薄白苔曰在疾病恢复期袁舌淡

1例袁舌淡红 9例袁舌红 1例曰舌体 10例正常袁1 例胖大曰
10例渊91%冤舌苔为薄白苔袁1例为薄白腻苔遥

按照其临床表现来分袁11 例患儿中 6 例渊55%冤为
轻型袁5例渊45%冤为普通型遥 根据搜集的中医四诊信

息袁按照中医辨证依据袁在疾病期袁11 例患儿中 6 例

渊55%冤属于疫毒犯卫证曰5 例渊45%冤为湿热蕴肺证渊轻
型冤曰在疾病恢复期袁11 例已出院患儿中 6 例属于肺脾

两虚证袁1例属于气阴两虚型袁其余 4例为平和型遥
4摇 中西医结合治疗及转归

4郾 1摇 治疗摇 11 例患儿中有 3 例入院前有外院抗

生素治疗史袁入院后停药遥 11 例患儿中袁1 例患儿拒服

任何药物袁8 例患儿根据其症状表现袁均采用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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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对症治疗袁2 例患儿为纯中药治疗遥 西药方面院给以

抗病毒治疗袁 1 例 使用 重组 人干 扰素 琢鄄1b 雾化

渊20 滋g/支袁 深 圳 科 兴 药 业 有 限 公 司袁 批 号院
201907077冤袁2 例使 用利 巴韦 林 气雾 剂 渊0郾 5 mg/
150揿袁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袁批号院121190901冤袁
1例使用利巴韦林颗粒剂渊0郾 1 g/袋袁四川百利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袁批号院181039冤袁1 例入院时检查无支原体感

染袁入院第 8日后复查呼吸道病原体袁测定支原体 DNA
阳性袁考虑到胸片两肺仍有渗出袁因此加用阿奇霉素干

混悬剂 渊0郾 1 g/包袁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号院
CL5645冤遥 偶用退热剂布洛芬混悬液渊100 mL/瓶袁上
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号院191023078冤尧镇咳药物氨

溴特罗口服液渊100 mL/瓶袁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袁批
号院19120039冤尧肠道益生菌原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渊1 g/
包袁上海上药信宜药厂有限公司袁批号院04820200105冤曰
中药方面院根据患儿不同时期不同的中医证候袁分别给

予中药院内制剂黄芩清热利湿合剂渊100 mL/瓶袁上海

练塘药业有限公司袁批号院20191201袁茯苓尧黄芩尧藿香尧
稻芽尧谷芽尧陈皮尧薏苡仁尧山楂冤以清热利湿尧金百合剂

渊100 mL/瓶袁上海练塘药业有限公司袁 批号院20191204袁
桑白皮尧黄芩尧开金锁尧炙百部尧前胡尧炙紫菀尧枇杷叶尧苦
杏仁冤镇咳化痰尧射干合剂渊100 mL/瓶袁上海练塘药业

有限公司袁批号院20191202袁射干尧僵蚕尧炙麻黄尧杏仁袁黄
芩尧前胡尧蔊菜尧蝉蜕尧百部冤清肺止咳袁中成药槐杞黄颗

粒渊10 g/袋袁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袁批号院JJ18冤益
气养阴尧醒脾养儿颗粒渊2 g/袋袁贵州健兴药业有限公

司袁批号院20190961冤健脾益气尧以及根据不同辨证开具

中药颗粒剂加减进行治疗渊因儿童服药困难袁草药汤剂

依从性差冤遥 2 例纯中药治疗的患儿袁1例使用蒲地蓝消

炎口服液渊10 mL/支袁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曰批号院
1911025冤袁加院内制剂金百合剂治疗曰1 例使用院内制

剂黄芩清热利湿合剂尧金百合剂以及扶正祛邪的中药颗

粒剂治疗遥
4郾 2摇 转归摇 11 例患儿无一例转为重症袁均已出

院遥 其中 7 例以发热为首发症状者袁5 例均入院后 1 日

即退热袁2 例入院 4日后热退曰9 例伴有咳嗽或以咳嗽为

首发症状者袁其中 7 例 3耀5 日消失袁1 例无法口服药物袁
1例伴过敏体质袁2 例咳嗽时间较长袁15耀25 日后好转曰
5例伴有肺炎患儿出院前复查胸片或 CT袁均好转遥
11例患儿连续 2次新型冠状病毒鼻咽拭子核酸转阴时

间为 7耀27 日袁平均渊14郾 7依7郾 2冤日袁其中轻型转阴时间

平均为渊18郾 8依7郾 5冤日袁普通型转阴时间平均为渊9郾 8依
2郾 4冤日袁采用两样本均数 t 检验袁轻型和普通型两者鼻

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郾 05冤遥

粪便核酸转阴时间为 8~26 日袁平均渊15郾 5依7郾 0冤日袁
其中轻型转阴时间平均为渊19郾 0依7郾 7冤日袁普通型转阴

时间为渊11郾 4依3郾 0冤日袁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
0郾 05冤遥

讨摇 摇 论

COVID鄄19 疫情早期袁儿童被认为是不易感染人

群袁但随着疫情的发展袁专家认为人群普遍易感咱3暂袁临
床上也观察到儿童感染病例逐渐增多袁甚至有报道出

现了儿童重症及新生儿感染咱6袁7暂遥 早期儿童感染较

少袁可能为本次 COVID鄄19 爆发时候袁正值我国多数教

育机构放寒假期间袁儿童尤其婴幼儿较成人来言袁活动

范围小袁接触人员比较单纯袁比之成人直接接触病原体

的机会减少曰而随着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临近袁一些已

确诊或无症状携带者家庭的回归袁使儿童有机会接触

到更多的病原体袁从而发病率逐渐增加袁这与笔者流行

病学调查的结果相一致袁11 例儿童均有确诊家庭成员

接触史袁提示家庭内聚集性传播是儿童感染的重要途

径曰另外儿童免疫功能尚不完善袁中医学认为小儿脏腑

娇嫩尧形气未充袁故儿童易遭遇外感邪气等致病因素侵

袭袁而疫疠之气较一般致病因素传染性尧致病性均更

强袁这可能是儿童病例逐渐增多的原因遥 从患儿的临

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相关指标分析袁儿童较成人而言袁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情轻袁多为轻型袁少数为普通型袁
程度较轻袁这与武汉儿童医院的临床观察一致咱8暂遥 临

床症状以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为主袁发热时间短袁热退迅

速袁实验室指标的表现与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渊试行第七版冤曳 咱3暂 中略有不同袁表现为白细胞数基

本正常袁LYM 绝对值未见明显减少袁LYM 百分比有减

少的趋势袁CRP 略有升高袁血沉基本正常袁肝功能受损

不明显遥 究其儿童发病较轻的原因袁可能跟儿童免疫

发育特点有关遥 新型冠状病毒渊SARS鄄Cov鄄2冤属于 茁
属的冠状病毒袁有研究表明 SARS鄄Cov鄄2 在感染人体

时袁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渊angiotensin鄄converting
enzyme 2袁ACE2冤受体相结合袁儿童 ACE2 受体较成

人少袁免疫应答较成人弱袁因此感染较轻咱9暂 遥 另外有

推断认为 COVID鄄19 重症多与细胞因子风暴渊 cyto鄄
kine storm袁CS冤相关咱10暂袁而 IL鄄6 在初级和二级风暴

中发挥重要作用袁本研究统计表明袁儿童 IL鄄6 值为

1郾 5~24郾 77 pg/mL袁4 例渊36%冤升高袁提示儿童重症

虽相对较少袁但仍不可大意袁以防轻症转重症遥
儿童患者临床特征主要为发热袁但大多身热不扬袁

多不伴恶寒袁无壮热或烦热袁也有部分病例不发热曰多
伴有干咳袁痰少袁咳不剧曰与成人相比袁无呼吸困难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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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袁纳差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不明显曰舌质多淡红袁以
苔薄为主袁但均有苔腻的表现遥 杂病重脉袁温病重舌遥
审症求因袁本病病因属性以野湿毒冶为主袁时行疫毒侵

袭肺卫袁卫阳被遏袁肺气郁闭袁湿热毒邪困脾闭肺袁气机

升降失司遥 从以上临床资料及流行病学史综合判断袁
笔者对目前现有的诊疗方案提出补充袁认为在疾病初

期或病情属于轻症的阶段袁儿童的辨证应加入疫毒犯

卫证型袁其表现为发热或无热袁热不甚或身热不扬袁或
干咳袁无倦怠乏力尧无胸闷呕恶尧纳可袁二便正常遥 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儿童病情较轻袁但 11 例中仍有 5 例

渊40%冤影像学上有肺炎的表现袁与中老年人不同袁儿
童感邪易于热化袁在本研究迄今所接收的患儿中医证

候上表现为湿热蕴肺的证候特点遥 王孟英叶温热经

纬曳说院野热兼湿者袁必有浊苔而多痰也冶 咱11暂 遥 本研究

也观察到此类患儿舌象多为舌红苔偏黄腻袁或薄袁或
厚袁提示舌苔是确诊湿热蕴肺证的重要依据遥 因此在

治疗上当以湿热两清袁宣肺降气解毒为主袁防止由于湿

热互结袁清利不畅而向疫毒闭肺重症转化遥 治疗同时袁
必须注意固护小儿胃气及儿童服药的顺应性遥 11 例

患儿中袁最大者也只有 11 岁袁7 岁以下者 7 例袁最小者

只有 7 个月袁年龄小袁独立隔离在负压病房袁离开父母

家人关照袁虽有护士护理袁但在实际治疗中袁除少数年

长儿外袁患儿均对味道较苦中药很难接受袁顺应性很

差袁因此中医科因时因人制宜袁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袁采
用适合儿童口服的院内制剂尧中成药或颗粒制剂袁提高

幼龄儿童服用中药的顺应性遥 恢复期儿童多以肺脾气

虚为主袁小儿脏器清灵袁向愈明显袁但因感受的邪气非

一般六淫之气袁而是疫疠之湿毒袁故后期以中下焦症状

明显袁核酸指标转阴时间较长袁这与病邪特点及小儿体

质密切相关遥 明代医家万全认为小儿的五脏特点为

野五脏之中袁肝常有余袁脾常不足袁噎噎娇肺易伤不易

愈冶 咱12暂袁小儿本就肺脾不足袁受湿毒疫疠之气侵袭袁易
从虚化袁难以向愈遥 因此在恢复期的治疗袁因以扶正驱

邪袁托毒外出为总纲袁佐以清利湿毒尧调畅气机遥
目前针对于本次儿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袁无特效

抗病毒药物袁成人使用的经验性药物由于其不良反应袁
尚未应用于儿童袁再加上儿童多数为轻症袁故除对症处

理外袁未采用特殊西药遥 另收治患儿总数较少袁很难做

出有较大意义的统计学分析袁后期根据国内及上海疫

情继续积累病例袁观察患儿轻型尧普通型及可能发生的

重型的临床症状和中医证候特点进一步总结经验袁参
考成人中西医结合防治 COVID鄄19 的经验袁结合儿童

临床情况和自身特点袁采用宏观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袁中

西医结合诊疗相结合的方法袁为儿童相关中西医结合

诊疗指南的修订提供依据遥
利益冲突院 本文无任何利益冲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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