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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 

与免疫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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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MPP）临床特征和免疫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方法 选取 2021 年 6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肺炎支

原体肺炎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年龄不同分为婴幼儿组与年长儿组，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分为普通组和重症组，记录各组患儿的临床特征（包括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结果、影像表现以及治疗转归）及免疫功能变化情况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①不同年龄段 MPP 患儿均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但也存在明显差异，

婴幼儿组更易出现气喘、白细胞计数异常，影像学以斑片状阴影为主；年长儿组易合并肺外损害，影像学以大片状阴影为主。②重症组 CD3+、CD4+及 CD4+/CD8+均

低于普通组和对照组，而 CD8+高于普通组和对照组。普通组 CD3+、CD4+及 CD4+/CD8+ 也低于对照组，但 CD8+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结论 ①不同年龄段 MPP 患儿临

床特征存在明显差异。②MPP 患儿细胞免疫功能较正常儿童明显下降，且下降程度与病情严重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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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MP）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社区获得性肺炎

的常见病原体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近年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

炎病例有增多的倾向，其治疗难度大大增加，引起界内广泛关注。业已

证实[1-2]，MP 感染不仅引起呼吸道症状，还可导致肺内并发症及肺外损害，

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健康。但迄今，本病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不

同年龄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临床特征也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观察

分析 MPP 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免疫功能异常的发生情况，为临床诊疗提供

理论依据，提高治愈率，预防严重并发症。现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6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20 例 MPP 患儿为研究

对象，根据年龄不同分为婴幼儿组（1 月-3 岁）与年长儿组（4-14 岁），

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分为普通组和重症组，选择同期在我院门诊体检的

40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所有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诊断标准符合《诸

福棠实用儿科学》MPP 感染的诊断标准[3]。肺炎的轻重分组标准如下：（1）

普通组：患儿肺部体征轻，胸部 X 线或肺部 CT 表现支气管肺炎、间质性

肺炎或单叶受累；（2）重症组：具有肺部实变体征，胸部 X 线或肺部 CT

为大叶性肺炎≥2 个肺叶受累或兼有胸腔积液和/或肺外并发症。 

1.2 检测方法及指标 

所有患儿于入院后 24 小时内进行空腹静脉采血，行血生化、血常规、

血清肺炎支原体抗体 MP-IgM 检测、T 细胞亚群检测，并完善肺部 CT 

或胸部正位片检查。以上检测告知家属，并征得家属知情同意。患儿存

在肺炎临床表现、影像检查结果符合肺部影像学特征、MP-IgM 检查结果

显示为阳性即可确诊为肺炎支原体性肺炎。确诊后均选用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阿奇霉素/红霉素）针对性治疗，并给予退热、止咳化痰、平喘、

抗炎等对症处理。体温正常 3d 以上且无并发症者予出院，出院后继续

予阿奇霉素/红霉素口服或门诊输液，总疗程不少于 3 周。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由 Excel 软件进行管理，数据双人录入后对比并进行逻辑

核查，查询不符合逻辑的数据，再次核对原始数据表进行校正。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共 120 例 MPP 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 76 例（63.3%），女 44 例

（36.7%）；年龄 1 月-14 岁，其中 1 月-3 岁共 52 例（43.3%），归婴幼儿

组；4-14 岁共 68 例（56.7%），归年长儿组。根据病情轻重分组，普通组

共 80 例，重症组共 40 例，其中婴幼儿组重症有 11 例（21.2%），年长儿

组重症 29 例（42.0%）。选择同期在我院门诊体检的 40 例健康儿童为对

照组。 

2.2 不同年龄段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特征改变比较（见表 1） 

表 1  不同年龄段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临床特征分析 

项目 婴幼儿组（n=52） 年长儿组（n=68） X2 P 

咳嗽 47（90.4） 63（92.6） 0.69 ＞0.05 

发热 45（86.5） 61（89.7） 0.87 ＞0.05 

气喘 18（34.6） 4（5.9） 36.15 ＜0.05 

肺内并发症 1（1.9） 7（10.2） 1.95 ＞0.05 

肺外损害 5（9.6） 21（30.9） 8.43 ＜0.05 

肺门阴影 4（7.69） 10（14.7） 1.84 ＞0.05 

斑片状阴影 35（67.3） 11（16.2） 46.82 ＜0.05 肺部影像学改变 

大片状阴影 13（25.0） 47（69.1） 43.17 ＜0.05 

白细胞（×109/L） ＜4 或≥10 31（59.6） 10（14.7） 43.23 ＜0.05 

血小板（×109/L） ＜100 或＞300 9（17.3） 7（10.2） 1.8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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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轻重 MPP 患儿与对照组儿童 T 细胞亚群检测结果比较（ sx  ） 

组别 n CD3+ CD4+ CD8+ CD4+/CD8+ 

普通组 80 60.03±11.77# 34.68±5.88# 25.72±5.84 1.26±0.38# 

重症组 40 56.22±10.18*⊿ 32.16±5.42*⊿ 28.56±6.42*⊿ 1.15±0.32*⊿ 

对照组 40 62.87±12.45 39.41±6.23 25.18±5.47 1.80±0.49 

F  31.62 76.58 6..38 65.42 

P  ＜0.05 ＜0.05 ＜0.05 ＜0.05 

由表 1 可见，不同年龄段 MPP 患儿均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

（P＞0.05）。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婴幼儿组更易出现气喘（P＜0.05）、白

细胞计数异常（P＜0.05），影像学以斑片状阴影为主（P＜0.05）；年长儿

组易合并肺外损害（P＜0.05），影像学以大片状阴影为主（P＜0.05）。 

2.3 轻重症 MPP 患儿与对照组儿童细胞免疫功能的比较（见表 2） 

（重症组与对照组相比，*P＜0.05；普通组与对照组比，#P＜0.05；

重症组与普通组比，⊿P＜0.05） 

表 2 显示，重症组 CD3+、CD4+及 CD4+/CD8+均低于普通组和对照组，

而 CD8+高于普通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组 CD

3+、CD4+及 CD4+/CD8+ 也低于对照组（P＜0.05），但 CD8+与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P＞0.05）。 

3 讨论 

肺炎支原体肺炎（MP）属于一种在细菌和病菌之间，能够独立生活

的，没有细胞壁的 小微生物。导致 发病的主要原因是免疫学发病机制，

会直接在呼吸道的上皮细胞处粘附，既是一种直接病原体，同时也可以

作为一种具有特异性的抗原作用于呼吸道，对呼吸道的上皮细胞造成损

害，使得呼吸道内的纤毛清除粘液的功能发生障碍，导致气管壁细，支

气管壁发生溃疡、水肿的情况，进而出现感染性炎症。MP 是导致呼吸道

发生感染的一个主要病原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常见的，导致呼吸

道感染的病原性。经刘宏明确相关资料表明，MP 高峰的发病年龄段在 5

~10 岁左右，是儿童常见的非典型性肺炎，好发于学龄期儿童，近年来 5

岁以下者增多[4]。以发热和咳嗽为主要症状，可伴畏寒、头痛、咽痛、胸

痛等症状，咳嗽较剧，多呈阵发性干咳，个别可出现百日咳样痉咳，部

分患儿有喘息的表现，以婴幼儿多见。主要因为婴幼儿的支气管壁弹力

组织比较缺乏，管腔相对较为狭小，使得分泌物不容易被排出，会形成

痰堵的情况；其次支原体与巨噬细胞接触之后，会释放一些化学介质，

导致气道出现过敏性炎症的情况，使得呼吸困难以及喘息症状加重。肺

部早期体征可不明显，影像学表现是临床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和评估预后

的主要依据之一。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SMPP）可合并肺内和肺外并发

症，肺内并发症包括胸腔积液和肺不张、气促、呼吸困难、胸痛、咯血、

坏死性肺炎等；肺外并发症可发生于皮肤黏膜、血液、循环、神经等系

统，出现相应的各系统损害表现。少数迅速出现呼吸窘迫，需要呼吸支

持或者体外膜肺支持，可导致死亡[5]。本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 MP 患儿均

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但婴幼儿较年长儿更容易出现气喘和白

细胞计数异常，影像学以斑片状阴影为主；年长儿易合并肺外损害，影

像学以大片状阴影为主。结果证实不同年龄段 MP 患儿临床特征存在明显

差异，该结果与朱妍艳[6]、郭霞[7]等人的报道一致。目前有研究发现[8]，儿

童的免疫系统发育与婴幼儿相比较为成熟，受到 MP 感染之后，身体会表

现出比较强烈的免疫应答反应，进而会引起毒性反应以及剧烈的炎症反

应，持续的时间较长，导致儿童干咳高热的症状逐渐加重，而患病时间

长会引发肺内或者肺外的各类并发症。MP 感染可能与哮喘之间存在联系，

即儿童哮喘使 MP 的易感性增加，同时 MP 感染增加儿童哮喘的可能。 

MPP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认为主要机制有是 MP 直接损伤

和宿主异常的免疫应答反应[9]。现已证实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共同参与了

MPP 的发病过程，其中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以及大量细胞因子的释放，

在 MPP 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外文献已证实[10-11]，MPP 患儿

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本研究对纳入的 MPP 患儿进行 T 细胞亚群检测，

结果显示重症组 CD3+、CD4+及 CD4+/CD8+均低于普通组和对照组，而 CD

8+高于普通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组 CD3+、C

D4+及 CD4+/CD8+ 也低于对照组（P＜0.05），但 CD8+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P＞0.05）。研究结果提示 MP 患儿细胞免疫功能较正常儿童明显下降，

且下降程度与病情严重呈正相关。是由于儿童的免疫功能会随着年龄不

断的加强，当机体受到细菌感染之后会在体内产生相应的抗体，形成一

种免疫复合物，因此当免疫功能发生下降后，体内组织产生的抗体能力

会大大降低。 

因此，通过临床症状、肺部体征、病原学检测、影像学检查及细胞

免疫指标的改变等可以协助诊治儿童 MPP 及判断病情轻重，从而能够早

期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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