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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肺炎支原体，你关心的问题都在这 

张  红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066000 

【摘  要】肺炎支原体（M.Pneumonia）是人类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支原体肺炎的病理改变以间质性肺炎为主，有时并发支气管肺炎，称为原发

性非典型性肺炎。主要经飞沫传染，潜伏期 2-3 周，发病率以青少年最高。临床症状较轻，甚至根本无症状，若有也只是头痛、咽痛、发热、咳嗽等一

般的呼吸道症状，但也有个别死广报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多在秋冬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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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支原体肺炎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支原体肺炎和感冒的症状

相同，都是咳嗽和发烧，但是支原体肺炎在症状的表现周期上较比感冒

长，且从今年的入秋以来，呈现出了一定的区域性的爆发趋势。按照支

原体的流行规律，今年属于支原体干干的“大年”。那么，要怎样科学的

认识并有效的预防支原体肺炎呢？治疗支原体肺炎，可以自行用药吗？

要注意哪些方面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马上就医？针对这些民众普遍

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中都会给你答案。 

 

一、支原体肺炎的发病原理、高发人群和主要症状都有哪些？ 

支原体肺炎的全称是“肺炎支原体肺炎”，其具体是指因肺炎支原体

的感染所形成的肺部的验证，可能会累及到患者的支气管、细支气管、

肺泡和肺间质。支原体肺炎在发病的机制上目前并不明确，但是现阶段

认为其主要的发病机制可能有两种：支原体直接损伤与宿主的异常免疫

应答反应[1]。第一种为：支原体侵入进了呼吸道，通过黏附细胞器附着在

细胞的表面，并利用释放氧自由基等的机制来形成呼吸道上皮的直接性

损伤；第二种则为，宿主对于支原体感染的异常免疫应答可能通过自身

的免疫反应、过敏反应或者免疫复合物形成等多种途径使得肺与肺外组

织的免疫性损伤。 

近几年，5 岁以下的儿童支原体肺炎的数量不断增多。其实，针对肺

炎支原体来讲，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均为易感人群，儿童相对成人更加

易感。针对一些患有基础类疾病的老年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等，

这一类患者在感染了支原体或者衣原体之后，有可能会发展成为重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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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肺炎大部分在起病上稍缓，在临床的症状上也轻重不一，

普遍患者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也有个别的重症患者或者死亡的患者

被报道。支原体肺炎最为典型且显著的症状就是发热和咳嗽，在患病的

初期，咳嗽的类型为阵发性且刺激性的干咳，随着患者疾病的不断发展，

会出现咳嗽或者咳痰等的情况[2]。有部分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也会出现

喘息、呼吸困难、发绀等的外在表现，也有可能出现皮肤黏膜、血液系

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或者消化系统等的肺外部的症状。所以，患

者要时刻警惕症状的变化，并尽快到就近医院就医。 

二、怎样辨别普通肺炎、流行性感冒和支原体肺炎？怎样区别新冠

病毒感染和支原体感染？ 

在临床中，鉴别的主要依据是病原学的相关检查。普遍来讲，普通

肺炎在患病初期的 3 天之内会出现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占比和 C 反

应蛋白、将钙元素等的指标的升高。普通肺炎在治疗上主要以使用抗细

菌类的药物为主。而针对流行性感冒，其则在流感流行的季节比较多件，

患者大部分会有流感或者疑似流感的基础史，在症状上主要是发热、上

呼吸道感染等。患者在出现流感病毒性的肺炎的时候，往往会伴有不同

程度的咳嗽加重、呼吸困难或者肺部的相关体征，在影像学上和支原体

肺炎有类似之处。呼吸道的标本病原学检查甲型或者乙型流感病毒抗原

或者核酸阳性就可以确诊。流行性感冒在治疗上的药物主要为奥司他韦

或者玛巴洛沙韦等[3]。 

支原体肺炎主要是因为肺炎支原体的感染所引发的，属于下呼吸道

感染的范畴，存在不同程度的传染性。支原体肺炎患者典型的症状为：

疲乏、肌痛，普遍在 2-3 天之后就可以自行缓解；发热则主要为中度的

发热，可能会持续 2-3 个星期，儿童或者体弱的成年人可能会出现高热

的情况；咳嗽则大部分为持久性的剧烈干咳，会伴有头疼和咽喉疼等的

症状。有些患者还可能会出现鼻咽部及耳部的疼痛。气促或者呼吸困难，

严重的还会伴发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溶血性的贫血、心肌炎或者脑膜炎

等等。支原体肺炎大部分存在自限性，患者即使不接受相关的治疗措施，

只要及时的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也可以痊愈，但是仍旧建议症状

比较明显或者较为严重的患者尽早的接受相关治疗。 

三、支原体肺炎的治疗方案是怎样的？ 

根据《诊疗指南（2023 年版）》中的相关要求，可以使用新型的四环

素类的抗菌药物和喹诺酮类的抗菌药物[4]。最佳的治疗时间为发热之后的

5 天到 10 天之间，患者如果在发病之后的 14 天之后仍旧持续出现发热的

情况且病情不见好转，可能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四、日常生活中，要怎样有效的预防支原体肺炎呢？ 

截至目前，仍旧没有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的疫苗，因此，做好预防

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下几点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支原体的感染： 

支原体肺炎的患者在潜伏期以内到症状缓解数周之后仍然就有不同

程度的传染性，这些患者要注意避免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婴幼儿，

要对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做好消毒工作；在支原体肺炎的高发季节要避免

在人口密集的场所逗留，如果必须要处于人口密集场所，要正确佩戴口

罩；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上课注意手部卫生，要勤洗手和勤通风；

在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掩住口鼻部，并将使用过的纸巾扔进垃

圾桶；要注意饮食的均衡，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强化体育锻炼，保证

在增强体质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当遇到严冬天气或恶劣天气时，

应立即更换衣物，以预防因为寒冷而引起的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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