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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消化系统表现评述

林琪琪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在 2019年末到 2020年初交界时，我国湖北省武汉地区上报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诱发的肺炎
患者病例，并在短时间内病情呈现蔓延式的扩张。截止到 2020年 8月初，全球感染病例已经超过 1900万人，死亡
人数超过 71万人，对世界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民产生严重的危害。本文将针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患者出现消化
系统方面的表现展开探究，旨在为临床医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但是针对新冠病毒感染后出现的消化系统异常如

何治疗和应对，尚且还没有明确的定案，需要进行深入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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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末之后，以湖北武汉周边为中心，全国

范围内共上报大约 8.8 万感染患者，上报死亡人数 4 千

以上人数。尽管我国在经过精准防控以及有效治疗已经

初步控制其扩散，但是依然呈现缓慢且间歇性的确诊上

报报告，且国外疫情情况依然十分严峻，我国面临的输

入风险隐患依然比较显著，不能轻易放松。

整体来说，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后，患者

会在短期内出现发热、全身乏力且干咳等常见肺炎临床

表现，部分患者伴随鼻塞、腹泻、咽喉疼痛等症状，不

过根据近期临床报告来看，该病毒并非一定具备发热和

干咳等症状，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甚至可能会是首发症状，

且病程中发现消化道症状也不在少数，因此可以猜测，

消化道也可能会是感染靶器官中的一部分，可能和病毒

感染之后诱发的应激反应有关。本文将就此进行研究，

以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冠病毒感染后防止消化系统

病变提供理论参考。

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消化系统异常可能机制
新冠病毒具备极强的传染力，且传播速度非常快，

老年群体以及存在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临床预后更加

不理想。根据相关试行诊疗方案中的相关内容来看，比

较显著的“人传人”传染源为感染病毒的感染者以及无

症状感染者，借由呼吸道飞沫或近距离接触等都可能完

成传播，消化道和气溶胶等途径尚且不能完全定论，有

待深入研究予以明确。针对该病毒的致病机制尚且还没

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支撑。

在根据临床数据报告调查结果中，感染新冠之后患

者通常出现发热或咳嗽等初期症状，部分患者伴有纳差

或乏力症状，大部分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消化道症状，

例如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排除因发热、焦虑情绪等

原因导致状态不佳的情况，消化系统异常可以初步判断

和病毒感染有关联。

有研究人员提出，治疗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也有可

能会导致消化系统异常，尤其是不同的人群报告消化异

常的概率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在具体分析的时候，需要

将药物造成的不良反应适当排除在外，大多数情况下抗

病毒治疗择取 α- 干扰素进行雾化吸入的方式，并配合

利巴韦林、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等药物，其中洛匹那韦

/ 利托那韦在临床中即存在腹泻和呕吐等不良症状，因

此，在使用类似药物对感染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有必要

加以药学监护，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另外，感染后，

患者体内会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可能会在对炎性反应

进行抵抗的同时伤害机体的基础之上再出现生化反应破

坏机体环境稳定，导致机体发生全身炎性反应综合症、

呼吸窘迫等，细胞代谢出现障碍，继而导致更加严重的

细胞损伤以及坏死症状，诱发消化道以及肝脏等器官功

能异常。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消化系统表现分析
对于新冠感染之后的临床报告进行研究之后可以发

现，消化系统方面发生的异常症状有可能是因新冠病毒

感染诱发的不典型初期症状，在试行第七版诊疗指导方

案中提出，在感染之后，有少部分患者出现了腹泻反应，

且有少部分幼儿和婴儿发生呕吐和腹泻并发，另有部分

重症患者会出现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根据一份早期临床样本（包含 1099 份患者临床病

例报告）展开的回顾性研究结果证明，出现恶心呕吐症

状的患者大约占 5%、出现腹泻症状的患者大约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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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病毒感染爆发之后的数月里，根据我国医

学专家以及临床医护人员的探索和分析，病理认知不断

深入，且经验逐渐丰富，发现各个地区对于消化道的症

状报道存在较大差异，比方说，近期爆发的北京地区新

感染病例 90 份报告中，出现恶心呕吐症状的为 8% 左右、

腹泻症状为 6% 左右；天津及周边地区提交的 88 例报

告中，出现恶心呕吐症状的为 2% 左右、腹部疼痛和腹

泻症状为 9% 左右；甘肃地区提交的 60 份普通感染者

报告中，出现食欲不振症状的为 11% 左右、腹泻症状

的为 15% 左右、便秘症状的为 12% 左右；安徽地区上

报的 144 份感染患者病例中，出现腹泻症状的占据 16%

左右、呕吐症状占据 4% 左右；湖南地区提交的 918 份

病例报告中，出现腹泻症状的有 6% 左右。

根据 WHO 针对新冠状病毒进行的联合调查报告当

中提出， 2−−CoVSARS 感染之后，患者消化系统表

现当中腹泻症状的出现概率最高，且一部分患者的排泄

物中发现病毒核酸；就年龄阶段而言，幼儿、儿童更容

易发生消化道异常症状；就患病程度而言，重症患者出

现消化道异常的概率较高；就上报情况来说，我国武汉

地区患者出现消化道异常的概率显著比其他区域更高，

当然并不排除因病毒爆发之后民众出现恐慌情绪、患者

对病情过度担忧等情绪因素的影响作用，以及初期治疗

阶段药物使用没有完善的理论支撑导致药物影响的原

因。

除此之外，在病程发展和药物干预中，较多患者发

生了肝脏功能异常反应，最主要的表现为 ALT 和 AST

值超过正常标准 30% 左右，甚至根据报告，有一名

确诊患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肝脏损伤，其 ALT 值达到

7950U/L、AST 值达到 1445U/L，为极其罕见病例。参考

当前能够寻找到的病例报告以及尸检结果、穿刺结果等

内容，可以发现大多数患者在消化腺以及消化道中都存

在显著损伤现象，主要表现包括胃部、食管以及肠管粘

膜上皮出现不同程度的坏死和脱落现象；其肝脏体积呈

现明显增大，且有暗红色表现。

3 结语
综上所述，新冠病毒除了会对人体呼吸系统产生严

重感染之外，还存在一定的隐患，它会从人体消化系统

入侵，并且该途径目前还并不能完全排除是不是感染渠

道，因此应该对此也进行适当的卫生防护，保证日常清

洁消毒依然十分必要；病毒入侵后，人体肠内上皮细胞

受到感染，破坏肠道屏障，且发生肠道功能紊乱，有较

大风险诱发菌群失调，由肠 - 肝轴途径诱发肝脏机能受

损。如今我国对于新冠的防控稍有成效，日均增加人数

均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现存患者是

否要进一步治疗肠道菌群平衡以及保护肠道黏膜，且预

后情况如何，依然需要深入的临床研究以及实践验证才

能够完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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