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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刘××，35岁，患者主诉：发热伴干咳、呼吸困难10天入院，

门诊以“间质性肺炎”收入我院。 入院诊断： 1、间质性肺炎（病
毒性肺炎可能性大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诊疗计划： 1.完善相

关辅助检查；2.抗病毒、抗生素、对症支持治疗。
吴××，42 岁，患者主诉发热、咳嗽 10 余天，患者十余天前

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8℃，伴咳嗽，偶有少许痰液，
伴头昏，无胸闷、气短，无恶心、呕吐等，于当地社区医院予以

输液治疗，感染症状减轻。九天前自感上述症状再次加重，在洪
湖市人民医院予以相关检查（检查结果未见）后以“间质性肺炎”

收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间质性肺炎（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大  新
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诊疗计划： 1.完善相关辅助检查； 2.呼吸

道及接触隔离；3.增强免疫治疗；4.对症支持治疗。5.根据病情调
整治疗方案。

1.2 治疗经过

2 例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当天均实施0.9%氯化钠+维生素C注
射液 +10% 氯化钾注射液、注射用脂溶性维生素 II+5% 葡萄糖注

射液治疗，入院后第3天实施0.9%氯化钠+多索茶碱注射液治疗，
入院后第4 天实施0.9%氯化钠+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治疗，入院后

第 5 天实施0.9%氯化钠+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治疗，持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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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15 天；而后选择 0.9% 氯化钠 + 利巴韦林针、0.9% 氯化钠 + 甲

泼尼龙琥珀酸钠治疗，持续治疗2天后调整方案选择0.9%氯化钠
+ 重组人干扰素 a2b 持续治疗，与此同时实施 II 级护理，指导患

者加强隔离，保持清淡饮食。
1.3 治疗结果

2 例患者经抗感染、抗病毒、激素、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得
到显著缓解，咳嗽、气促好转，呼吸困难消失，证实抗病毒、抗

生素、对症支持治疗方案对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重要作用，
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

阴性。
1.4 治疗后相关资料

患者治疗后实验室指标详见表 1。治疗后患者各指标逐渐恢
复正常。

2  讨论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自武汉市爆发，并迅速蔓延至

全国、全球范围内，截止目前国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但国外疫情目前还处于肆虐阶段，如何治疗、防控新型冠状
肺炎成为临床高度关注问题[1-3]。新型冠状肺炎是由冠状病毒引起

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且人群易感性较高。目前针对新型冠状肺
炎缺乏针对有效抗病毒治疗药物，多以隔离、抗病毒治疗为主，根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试行第五版《新型冠状肺炎诊疗方案》，针对
重症新型冠状肺炎患者需在对症支持基础上加强基础疾病治疗，

进而预防脏器功能衰竭。
新冠肺炎感染后以发热为典型表现，并合并肌肉酸痛、乏力、

咳嗽、头痛、腹泻等症状，大部分新冠肺炎感染者入院后需入住
ICU接受重症监护，国内大量资料显示新冠肺炎治疗期间多合并

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等并发症，为此治疗中需加强呼吸道管理及
并发症预防。

胸部CT、核酸检测为目前诊断新冠肺炎感染关键，以报告的
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中，大部分肺部存在磨玻璃样改变，且随着病

情的加重病灶逐渐扩大、增多，但还有部分人群 CT 检查提示无
异常，针对此类人群需进行核算检测确诊，以便因CT检查漏诊，

增加发病率。
在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不稳定期间，治愈出院患者需定期定

点医疗机构进行检查，严密医学隔离观察 14 天，7 天后复查肺部
CT，若治疗后再次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需结合影像学表现积极

展开疑似病例隔离、核酸检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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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参考值
入院第

1天

入院第

5天

入院第

9天

入院第

17天

入院第

29天

入院第

34天

中性粒细胞数

（10× /L）
2月7日 8.3 0.78 5.26 3.25 1.75 2.43

淋巴细胞数

（10× /L）
0.8-4 0.9 0.78 0.56 0.74 0.85 2.29

中性粒细胞比

率（%）
50-70 84 78.8 87.8 62.2 59.7 45.8

淋巴细胞比率

（%）
20-40 9.1 12.7 9.4 20.4 29 43.3

嗜酸性粒细胞

比率（%）
0.5-5 0 1.8 0.2 5.1 2.9 1.6

血小板

（10× /L）
85-300 279 397 472 229 189 179

血小板压积

（%）
0.1-0.28 0.25 0.33 0.36 0.19 0.15 0.14

红细胞沉降

（h）
0-15 44 14 13 12 10 9

超敏C反应蛋

白（mg/L）
0-4 55.54 248.7 13.86 3.96 6.79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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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室检查结果 )( s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